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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是作者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再加工而形成的一部学术著作。
硕、博连读，北京、南京，5年来作者自守清贫，心无旁骛，这部著作实在是他与许多学术险阻与生
活困窘顽强斗争的心血结晶。
作为他的导师，我曾有幸成为本书的第一读者。
现在，我非常高兴地向关心德育理论建设的人士和德育实际工作者推荐本书。
　　本书的特点有三。
　　第一，本书的内容是厚重的。
200多年前康德曾将人类的道德与头顶上的星空相比较。
我想，这一比较的深意有二：一是道德生活的复杂有如无垠的夜空；二是道德生活的瑰丽胜过灿烂的
星群。
面对复杂而瑰丽的道德生活和道德教育，本书的许多论述都是有一定的深度的。
与一般教育学和美学的交叉研究不同的是，本书一开始就确立了“深层交叉、灵魂借鉴”的目标。
这不仅使作者在理论的厚重上有所收获，而且对教育学类似的交叉研究都有一定的启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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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一项教育学和美学深层交叉研究的理论成果。

作者从对中国德育“功利主义症候群”的分析开始，对于如何深层次借鉴审美精神改造中国德育的观
念与实践都作出了深入、具体的阐释。
其“审美育德论”、“立美德育论”、“至境德育论”，完成了从美育的育德功能分析到德育过程本
身的审美化改造、德育生活至高境界追求的完整论述。
德育美学观不仅是一种德育的观念与境界，而且也是一种德育实践模式的理论基础。
对于关注中国德育理论和实践发展的人来说，《德育美学观》实际上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实践性的道
德教育哲学。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育美学观>>

作者简介

　　檀传宝，l962年生，安徽省怀宁县人。
先后就读于安徽师范大学（1979—l983）、北京师范大学（1991—1993）、南京师范大学（1993—l996
）。
l996年在南京师范大学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1996—1998年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后站工作，l998
年5月出站，留校工作。
曾经访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校区）（2002—2003）。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除德育原理外，主要研究领域为：教育基本理论、美育理论、教师伦理学、教师教育等。

　　截至2005年，已发表学术论文、学术评论等100余篇，出版个人专著《德育美学观》（山西教育出
版社，1996）、《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98）、《学校道德教育原理》（教育
科学出版社，2000）、《教师伦理学专题——教育伦理范畴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
《美善相谐的教育》（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等5部，以及诗文自选集《作为—棵风中的树》（黑
龙江教育出版社，2003）。
《信仰教育与道德教育》、《德育美学观》获得过全国普通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等奖、
国家图书奖提名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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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1章德育美学观：对功利主义德育观的超越
第1节功利主义：中国德育的症候群之一
第2节功利主义德育观美学超越的历程（1979—1994）
第3节德育美学观的理论构建
第2章德育美学观的哲学观察
第1节文化、教育的三种境界与德育美学观的构建
第2节主体性形态及其教育实现
第3章德育美学观的心理学讨论
第1节道德需要、审美需要与德育
第2节道德情感、审美情感与德育
第3节直觉与道德直觉能力的审美培育
第4节人格理论对德育的几点启示
第4章德育美的本质及其存在
第1节美的本质及美的精神的德育借鉴
第2节德美、育美和德育美
第3节德育美的构成与层次
第5章美育的育德功能——审美育德论
第1节审美活动的善性——从有关席勒的两个命题说起
第2节美育育德功能的阈限
第3节美育的超美育功能余韵
第6章作为德育手段的美——立美德育论
第1节对德育对象的改造——德育作品美的追求
第2节对德育过程的改造——德育形式美的追求
第3节对德育主体自身的改造——师表美的追求
第7章作为德育目标的美——至境德育论
第1节道德人生与道德教育的境界
第2节道德至境的教育达成
第8章有关德育美学观的两点补遗
第1节关于教育主体性的再思考
第2节德育的享用性和可享用性
主要参考文献
附录一作者近年来发表的与“德育美学观”相关的学术论文
附录二心的旅程——《德育美学观》创生记
附录三让德育成为最美丽的风景——与檀传宝教授谈“欣赏型德育模式”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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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古代社会，东方文化与善美境界　　这里的古代社会涵括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及封建社会三
形态。
所谓善美境界，则指由于物质生产、科技文明的不发达而出现的美为善所统摄的文明状态。
以中国古代儒学为核心的东方文化，是这一文明状态的典型形式。
　　原始文化中，由粗糙、不规则的石器到光滑、匀称、略讲造型的石器，由用动物的皮毛来装饰自
己到植物装饰品的产生，都体现了原始人类真、善、美完整朴素的统一及进化。
但总的说来，在这种朴素的统一之上，人类文明的原初目的是族类的生存。
只是“当狩猎的胜利品开始以它的样子引起愉快的感觉，而与有意识地想到它所装饰的那个猎人的力
量或灵巧完全无关的时候，它就成为审美快感的对象，于是它的颜色和形式也就具有巨大和独立的意
义”①。
所以原始人类虽以原真为基础求得原美，但这时的美却是以善为最高目标，而美和真均服务于人类的
原始生存。
及至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种以善统美的情形就逐步演化为一个更加明显的特征。
　　亚里士多德认为：“善是一种美。
其所以引起快感，正因为它善。
”他是这样论述悲剧创作的：“第一，不应写好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只能使人厌恶，不能唤起
畏惧与悲悯之情；第二，不应写坏人由逆境转入顺境，因为这最违背悲剧的精神--不合悲剧的需要，
不近人情，也不能唤起悲悯与畏惧之情；第三，不应写极恶的人由顺境转入逆境，因为这种布局虽然
近乎人情，但不能唤起悲悯与畏惧之情⋯⋯”。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德育美学观>>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