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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1993年以来，我就担任了《德育原理》课程的教学。
此书是在作者多年的讲稿基础上，经课后教学反思和与受训教师对话、与同行讨论的过程中逐步形成
完善的。
《学记》中说：“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
”知困和知不足，迫使我想静下心来整理一下自己的思绪。
一是对自己教学体会和研究成果的总结提炼，二是把自己的想法表达出来，恳请得到大家的指点，不
断丰富德育学科理论。
于是，有了这个动意，决定自己执笔做一次尝试，撰写《德育原理教程》这本书，加上2006年在中央
教科所访学期间的有利条件，使我有精力和时间完成此事，同时，我还得到了多位专家的耳提面命，
余暇间的交流，更使我开阔眼界，受益匪浅，也增加我完成此书稿的信心和勇气。
　　德育原理或德育论是研究德育现象和问题，揭示德育规律的一门学科。
众所周知，德育是素质教育的核心，它是指向学生的心灵世界，在青少年的发展中居于重要地位。
通过本课程的学习，使学习者能了解德育理论的流派、基本观点及古今中外教育家的德育实践经验，
从而增进对德育专业性的认识；提高德育素养，提炼德育智慧，推动德育科学的发展；掌握德育过程
的一般原理和青少年品德生成的规律，具有对德育问题的分析解决能力，对德育工作改造提升能力，
为本专业的教学、深造和科研奠定良好基础；同时，该课程还对提高学习者自身的思想道德素养水平
具有重要作用。
以上几个方面就是学习德育原理的根本意义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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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和谐社会建设中，德育面临公民道德教育的新任务和新特点，随着德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青少
年的道德学习呈现许多新模式。
德育应紧密贴近学校和社会实际，力求做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
本书在理论上力求做到横贯中西、继承创新，又能关注我国中小学德育的现状；既要重视理论知识学
习，向学习者提供充分翔实的学习资料，又能运用所学理论进行德育活动和研究，便于操作。
特别在德育方法和研究方面，力求做到针对性，用鲜活生动的事例来说明德育原理，解决校本德育实
践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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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道德活动的开始。
明确道德问题，在一定道德需要作用下从指向道德活动对象开始。
　　2．在道德动机和道德习惯制约下，确认一种道德途径。
　　3．作出道德决策。
　　4．实施道德计划，把外化过程产生的内部结果转化为外显行为。
　　内化过程和外化过程都是受教育者自我调节、自我教育、自我管理的内部机制。
巴拉诺夫曾描述个性形成的内部机制，概括了主体在外界因素作用下思想品德内化与外化的运行过程
，具体如下：　　1．刺激。
刺激物是以文字或固定下来的道德规则、概括的文学形象、组织好或设计好的教育典型以及具有积极
内容或消极内容的影响。
在所有的情况下，刺激要被接受并反映到受教育者的内心世界中去，获得这样那样的评价。
　　2．动机。
它是在认识和接受刺激的基础上形成的，并能转变为外部动作。
　　3．行动选择。
如果动机能找到相应的行为形式，它就会在正在形成的个人特性中完成自己的作用。
可是，在这个阶段，动机与行为结合是在内心实现的。
　　4．动机变为行为和行为变为习惯。
加强和巩固所选择的行为形式并使它变为习惯，是多次相互作用交错的重复活动的结果。
　　5．习惯的行为形式变为个性。
习惯本身还不是个性，但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变为个性。
一些性质相同的习惯如果结合到一起，就能达到这种转变，这种由结合而形成的习惯具有广泛的转移
性，不仅在固定的、严格规定的条件下起作用，而且在受教育者的多种多样、经常变化的生活与活动
情境中起作用。
　　从对上述思想品德形成的主、客观条件的分析，可以概括出以下要点：首先，思想品德的形成是
主、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其次，活动使主体和客体相互联系；再次，外部因素要通过受教育者主体
的内部矛盾起作用。
　　实现道德内化和外化，要从青少年实际需求出发，发挥需要和情感在品德形成中的调节作用。
需要是在社会生活中个体对某种事物的渴求在人脑中的反映，在个体道德需要的调节下，会促进道德
内化。
在活动中，我们要减少个体的自然需要对内化的影响，增强社会需要的作用，把个体的需要引向高层
次，转移、抑制、克服不正当的需要。
情感是人对客观事物的内心体验和态度，在品德中形成，它既是中介、桥梁，又是催化剂、润滑剂。
积极的情感体验不仅对感知、理解、整合道德要求有激励作用，而且对行为也有调控作用；消极的情
感体验则对内化产生阻碍作用，成为情感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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