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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凝结着我们这个学术群体集体智慧和生命感动的《当代德育新理论丛书》，终于面世了。
我为之感到由衷的欣慰。
这是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科多年来重视道德教育理论建设、钟情于道德教育研究的情结使然。
　　这是一套关于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的丛书，是“社会转型时期中国道德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重要
成果。
本丛书主要以建构和阐发新的道德教育理念为基本内容。
那么，什么是道德教育基本理论呢？
我以为，基本理论研究主要是对一个学科或者一个学术领域中那些根基性的、具有永恒价值的基础问
题的研究。
虽然它的一些主题相对稳定，但却可以常思常新，具有恒久的讨论价值。
道德教育作为教育基本理论研究的一个专门领域，它也有一些基本理论问题，但道德教育基本理论问
题的研究难度更大，因为它要透析人性本身，又与时代的变化息息相关。
人性研究本身既是一个永恒的，又是一个与时俱进的话题，是一种动态的复杂性存在。
道德教育的核心主题就是讨论人性向善，是引导社会向善，引导个体人凝聚成一个有秩序、有效率、
有整体精神风貌的社会集群。
人类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引导个体人提升其精神境界，体认向善的方向和方式，展现人性的美
好品质。
而个体的人性、生命性，与社会的整体风貌之间存在着一种人文关系。
对这种人文关系的研究，既是人类文化的基础性、深层次问题，也是教育特别是道德教育所要研究的
基本命题。
可以说，道德教育研究的人文主题，恰恰是入作为宇宙生灵所面临的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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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体验论》从生存实践的视界，对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基础理论与实践问题作全景式考察，
揭示出体验是人类生存的基本方式，具有道德教育价值；提出了体验是道德教育的本体的道德教育哲
学命题；厘清并界定了体验是一种图景思维活动，道德体验是一种含有价值判断的关系融通性体验，
主要存在亲验和想验两种方式。
作者比较了中西方文化中不同的体验范式，澄清了道德是在生存实践中发生的一种境界性存在，人类
及其个体的生存质量取决于其生态智慧，提出了道德有限的概念，领悟到生态体验是一种臻于圆熟的
道德境界。
全书对道德体验的发生、道德评价转型、道德体验教育的特征及类型等基本理论问题，均作了独到的
探完。
《道德体验论》的立论和探索旨趣，在于倡导和展示一种回归生活世界和自然之境，洋溢着人文关怀
情怀，有温馨感、有魅力的道德教育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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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惊铎，1961年生，陕西眉县人。
1985年于陕西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学士学位，1988年于华中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2年于南京
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现为陕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陕西太白教育科学
研究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南京师范大学道德教育研究所兼职教授。
全国德育学专业委员会委员。
陕西省青少年素质教育研究会及家庭教育研究会副会长，主要从事教育基本理论、德育原理和教育管
理方面的研究与教学。
撰著出版《中华美德教育论》、《德育学教程》、《教子术》等十余部著作在《教育研究》、《新华
文摘》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主持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及教育部“九五”、“十五”重点课题多
项，曾获国家优秀学术专著一等奖、教育部优秀教材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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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探讨中国文化中的体验问题，必然要带出“境界”问题。
儒家、道家都很重视“慎独”，很重视“体验”。
现在，无论从中国文化的角度，从道家文化的角度，从儒家文化的角度，或从“三而一”的角度看，
都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体验，中国儒家的体验，中国道家的体验，最高的境界就是“天人合一”的体
验。
但是这里必须强调，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是多种多样的。
赵吉惠教授认为，中国的“天人合一”有着不同的发展路径，大致可以类分为四种基本范式：战国以
前，已经有三种“天人合一”的学说和观念了：一个是殷周神秘型的“天人合一”，第二个是道家自
然型的“天人合一”，第三个是儒家的回到道德之人的自我同一的“天人合一”。
西汉以后的“天人合一”还有丰富和发展，但是都没有超出这三种类型。
比如董仲舒的“天人合一”是“天人感应”的，是一种“谶纬”学说。
第四种类型的“天人合一”学说，那就是宋明理学家的“天人合一”学说和观念。
　　孔子的。
‘‘天人合一”观念本身有其深刻蕴意。
孔子既然把道德本体化，那么，他的“天人合一”观念，就是人和道德的“自我同一”，他的“天”
就是道德，是人的内心外化出去的“天”，因此是人和道德的自我同一。
可见，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不同于道家的“天人合一”学说，但它也是对人类生存实践的一种很
有深度的感悟。
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提醒我们，人和外部的世界一包括人与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之间要处
理好关系。
他把整个世界完全看成是一个道德的世界，道德化的世界，也是一种美好的世界。
所以，人和这个世界应该是同一的，这个同一是道德的同一。
因此，孔子的学说最后归结到：人与人之间都应当是和谐的、和平的、友爱的，未来的世界前景是“
大同”的。
这都是非常美好的道德体验。
所以，今天要是用“科学的观念”来研究儒家的道德学说，则会发现，儒家的“天人合一”学说，是
过于理想化的，是一种道德的“乌托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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