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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认为道德理性有三个层次：自然层次、原则层次和实践层次，道德判断可以区分为四种范式。
道德教育需要正视道德理性和道德判断的上述特征，在道德判断的过程申促进主体的道德理性发展。
三层次的道德教育虽然在现实中存在，但却忽视了主体的道德理性的运用和发展，并出现了严重的错
位现象。
在当今历史条件下，公共理性作为道德理性的主要内涵，并由此产生分层的道德判断和道德教育。
不失为道德教育的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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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道德的自然判断与教育　　道德的自然层次就是“道德自然”。
道德自然就是对“为什么要讲道德”的终极回答。
在中国的传统道德教育思想历程中，道德的自然判断经历了从“天命”、“天道”、“天理”到“天
演”四种判断范式的过渡。
在不同的判断范式中，道德主体通过道德理性来取舍自己的信仰和解释自身信仰的道德内涵。
道德教育所能做的就是促成道德主体形成对自身道德信仰的合理化解释。
　　第一节 道德自然：道德的终极存在　　作为道德自然的基础概念，“自然”到底具备什么样的内
涵？
从自然到道德自然的判断过程中，究竟是什么促成的转化？
此外，道德自然毕竟不是道德生活本身，那么，道德理性又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认识它，以使这种
依据成为一种现实的道德建构？
对以上疑问的解答需要从三个维度出发：什么是自然？
自然为什么能成为道德的依据？
自然又是如何成为道德的依据？
　　一、“道德自然”的“自然”概念　　“自然”，在“道德自然”中是一种哲学上的存在意义。
作为“存在”，海德格尔的解读使它出现了历史上的两种解释：一是“存在者”，海德格尔认为历史
上对“存在”的解释其实都是对“存在者”的解释；二是“存在”，海德格尔认为惟有他的解释才是
对“存在”本身的解释。
如果用自然哲学的术语来表示，那就是“自然界”与“自然”的区别。
在海德格尔的理念中，传统自然哲学所追问的不是“自然”，而是“自然界”；回答的不是“自然界
”怎样，而是“自然界”是什么。
他认为作为存在的“自然”是优于“自然界”的，因为任何“存在者”首先必须存在，然后才能是既
定的“存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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