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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于价值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从生命德育、生态德育和生活德育环境建设三个方面对学校德育
环境进行反思，旨在阐述多元化背景下学校德育环境变革的意义所在。
书中采用调查报告、数据分析和道德冲突实例，在调查分析中小学校德育环境现状的基础上，探寻我
国学校德育重建中的环境建设之路。
全书材料详实、观点鲜明，可说是一部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著作，期望能给教师教学研究与学生学习
提供相关的参考与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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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靖国平，湖北黄冈人。
现为湖北大学教育学院院长、楚才学院常务副院长、“琴园学者”特聘教授，湖北省重点学科（课程
与教学论）责任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
出版专著有：《教育的智慧性格——兼论当代知识教育的变革》；参编著作有：《主体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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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校德育环境建设与学生道德成长　　第三节 学校环境建设：修炼学生的环境能力　　
学校生活是社会生活的一个特殊的部分，学校德育环境能够为学生的社会性习得奠定初步的、坚实的
基础。
例如湖北省武汉市育才小学所提出的办学理念：小学教育应当“给学生最美好的童年，给人生（儿童
）最坚实的起步”。
学校作为学生道德成长的载体和学生精神成长的家园，不仅应培育学生基本的道德品质，更要注重修
炼学生的环境能力。
环境能力反映出人在环境面前的主动性和主体性。
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入芝兰之室久而不闻其香”，只表述了
人受到环境影响的一面，即人的被动的一面，而没有揭示人在环境面前具有主动性的另一面。
　　道德行动的前提，是有采取行动的能力。
一个人的道德成长所逐步显现出来的环境能力，大致上可分为环境判断能力，环境选择、决断能力和
环境行动能力。
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行动能力。
基于这种考虑，纽曼强调社会行动模式重点在于培养学生的环境能力，特别是培养他们的公民行动能
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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