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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得知刘国永、薛晓阳主编的“校园道德生活丛书”即将问世，我很高兴，特向主编和丛书的所有
作者们致以衷心的祝贺！
　　当人们谈论改善学校德育问题时，容易想到德育体制改革，想到德育内容改革，想到德育方法、
德育形式的改进，也想到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协调等等。
这些都是很对的。
只是许多涉及体制和政策的问题，不是学校和教师所能解决的。
学校和教师的职责，就是建设好的学校道德生活，让学生的道德生命自由成长。
我想这套丛书的出版，对建设好的学校道德生活是会有积极作用的。
　　建设好的学校道德生活，就是为学生营建良好的道德生态环境，让学生能自由地呼吸，自主地开
展道德学习，享受学校生活的道德滋养。
学生的德性成长，不是靠机械的说教、强制的灌输，不是让学生经历循规蹈矩的、未经解放的学校生
活。
教育是解放，学校和教师的任务，是创造利于道德生长的生态环境，在这里，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有自己的生活和快乐，受到学校道德文化的熏陶、感染，有意无意实现着道德学习，让自己的道德
生命自由生长、自由发展。
我们需要改变这样的状况：过于看重“教”的作用，忽视“学”的作用；过于看重德育课这一直接的
、显性的德育的作用，忽视德育课以外间接的、隐性的德育的作用；过于看重德育课堂这一狭小的空
间的作用，忽视德育课堂以外极为广阔的学校道德生活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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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建设好的学校道德生活，就是为学生营建良好的道德生态环境，让学生能自由地呼吸，自主地开
展道德学习，享受学校生活的道德滋养。
学生的德性成长，不是靠机械的说教、强制的灌输，不是让学生经历循规蹈矩的、未经解放的学校生
活。
教育是解放，学校和教师的任务，是创造利于道德生长的生态环境，在这里，学生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有自己的生活和快乐，受到学校道德文化的熏陶、感染，有意无意实现着道德学习，让自己的道德
生命自由生长、自由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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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崇拜物质上富有的盖茨显示了当代青少年对财富认知的不成熟，崇拜物质上富有的盖茨的结果可
能是某天他们中的一些人也登七福布斯的中国富人榜。
但是看看现状，上了富人榜的，有几个人能被称为慈善家？
我以为，崇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使偶像的价值失去美好的金色。
　　吉增群：你说得很深刻，我想补充的是，如果要提升青少年偶像崇拜的精神价值，就要帮助他们
增强自己的文化判断力。
我认为，偶像崇拜现象，说到底是一个文化信仰问题。
因此如何看待青少年偶像崇拜现象，实际也体现了我们对现代文化生活的理解深度。
从教育的角度讲，我们如何评价青少年的偶像生活和文化崇拜，实际也反映了教育自身的审美价值和
精神信仰。
比如，我们如何看待学生对音乐的迷恋、对体育明星的崇拜，并不仅仅是宽容和认同的问题，还关系
到教育是否应当引导一种更为深刻的文化价值和精神信仰的问题。
如果我们的学生失去了对高尚和美好的崇拜与喜爱，而只对感官的愉悦情有独钟，那么我们的教育一
定是失败的。
因此，对青少年的偶像教育就是要培养他们的文化判断力，不能让他们在偶像的光环下丧失自己的判
断能力。
　　文化的判断力反映一个人乃至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
比如，《孙子兵法》是中华民族的瑰宝，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古董”来收藏，而外国人却把它当
做经商和打仗的实用工具，西方一些国家把它作为军事院校的教科书。
结果是日本企业运用孙子兵法取得了很大成功，而美国军队在两伊战争中运用孙子兵法去作战。
这到底反映了什么呢？
我们的文化判断力到底去了哪里呢？
青少年的教育也是一样，学生心中对美好的渴望，是他们精神成长的重要资源。
青少年就是青少年，他们应当有梦，应当有偶像和崇拜，这样他们内心才有追求，才有阳光。
但青少年只有具备一定的精神境界和文化判断力，才能把握自己对偶像的崇拜和欣赏，才能摆脱庸俗
偶像的诱惑和遮蔽。
　　孙婧怡：的确如此，这里就自然要提出一个学会欣赏的问题，欣赏的境界提高了，就不会痴迷于
庸俗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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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校道德生活的亚文化探寻》讲了反思学校德育现状，引领学校德育科研，走进学生心灵世界
，关注学生道德困惑，引导学生道德生活，提升学生道德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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