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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极德育”的理论基础及其实施向度 
童玲霞 

（江西师范大学  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消极德育”并非与积极德育相对立，这里的消极并非负面之意，它指的是教师遵循学生自然生长的原则，不对学生的道

德发展妄加干预，让学生的德性顺乎自然地发展。“消极德育”具有无意识性，非强制性，隐蔽性，公平公正性。“消极德育”的概

念及其理论基础基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卢梭在德育中提出的自然后果法和斯宾塞在德育中提出的自然惩罚原则，这些思想所体现的

都是自然主义教育思想。“消极德育”的实施向度可以通过自然后果法纠正失德行为，陶冶法实施感化与熏陶。 

关键词：“消极德育”；无为思想；自然教育 

 

当前，我国中小学德育在实施过程中暴露出不少的问题，严重

影响了德育的实效，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学校德育过于注重道德知

识的灌输，过于强调教师的强制干预和对学生的各种规训，忽视了

学生个体的道德情感体验，造成学生对德育没有兴趣，乃至于产生

反感。那么，如何发挥德育对学生德性发展的促进作用呢？笔者认

为，对学生适当推行“消极德育”往往能够产生较好的效果。“消

极德育”以学生为主体，以学生的自我体验和自我感悟为主要方法，

而非以教师的课堂灌输为主体。此处的消极并负面之意，而是教师

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以无声胜有声的方式来发挥德育的良好效

果，从而促进学生的品德发展。 

一、“消极德育”的概念与特征 

“消极德育”的概念来源于道家的无为思想，卢梭提出的自然

后果法的德育方法和斯宾塞在德育中提出的自然惩罚原则。消极德

育在以往被研究的文献中几乎皆以积极德育的对立名词出现。指的

是家长和教师对对学生的德育发展不关心，不在意，任其肆意野蛮

发展。而在此文中的“消极德育”中的消极并非负面之意，它指的

是教育者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遵循个体自然生长的原则，不主动干

预也不强迫个体主体，而是让个体的德性顺乎自然地发展，让个体

自己去体验，去感悟，从而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种德育过程

看似无需教育者的干涉，但并不是完全忽视教育者的作用。由于个

体尚处于身心还未发育完全的情况下，极易受到不良环境的影响，

而教育者的作用就在于给个体创设良好的成长环境和防范不良环

境的影响。 

“消极德育”主张让学生的德行顺乎自然发展。因此它具有以

下几个特征。第一“消极德育”具有无意识性。学校德育是教育者

有目的有意识有计划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产生积极影响，从而培养

学生良好的品德素质，树立正确的人生价值观。这是一种教育者和

学生都处于心知肚明的情况下实施的德育，是有意识的德育过程。

而“消极德育”的无意识性体现在学生道德的发展是在不知不觉中

发展起来的，它无需外界有意识的教导，学生通过自我感悟和自我

体验的过程，他的思想道德在逐渐产生积极地变化，是学生一种无

意识的自我教育。第二“消极德育”具有非强制性。学校德育通常

是以课程的形式呈现，意味着每个学生必须每节德育课都不能缺

席，但凡缺席就可能会有相应的惩罚机制，带有一种强制性。强制

性的德育效果往往不尽人意，它并不是个体内心真正想要接受的德

育方式。而“消极德育”中，学生道德的发展并不是在外界任何人

的强迫之下完成的。一场电影，一次春游或许就能让个体道德层面

发生积极影响。它不以学校里开设的思想与品德等道德教育课程这

样强制性的形式对学生灌输道德知识。第三“消极德育”具有隐蔽

性，难以捕捉和评价。显而易见，学校开设的德育课程是以一种显

性的形式呈现在学生面前，课程的效果可评价。而“消极德育”的

过程是贯穿在个体的日常生活交往中。比如一次扶老人过马路带来

的愉悦感和成就感可能就会让个体自觉培养乐于助人的优良品格。

它以一种隐秘的方式促进个体德性的发展。第四“消极德育”具有

公平公正性。学校开设的德育课程往往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评价学生

道德的高低，而不看中学生的行为价值。这种评价方式只是增长了

学生的道德认知，学生会如何实施道德行为无从得知，从道德认知

到道德行为还需要道德情感和道德意志的支持。评价一个学生的道

德素质仅仅通过纸质化测试是完全不公平的评价方式。即便儿童有

犯错的时候，家长和教师往往采取和失德行为不一致的后果进行惩

罚，这种德育效果只会大打折扣。而“消极德育”要让学生自行体

验不良行为带来的后果。犯下的错误所导致的不良后果全由个体自

行承担，每个个体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就体现了公平公正性。

这样的德育方式不仅可以培养儿童的责任意识，同时也会让儿童意

识到对自己行为负责是完全公平的，他在承担后果的过程中是积极

面对的，而不是带着委屈和埋怨。 

二、“消极德育”的理论基础 

（一）道家的无为思想 

无为思想是道家的核心价值观之一。道家的无为思想集中体现

在《道德经》一书中。老子提出“无为”绝非无所作为，而是不私

为，不妄为，要按照事物的自然本性，因势利导地去为，这在无形

中便会得到真正的有所为。通过“无为”的方式去达到“无不为”

的结果，这是一种更有方法的“为”，也是一种更高智慧的“为”。

《道德经》第二章中这样写到：“是以圣人居无为之事，行不言之

教，万物作而弗始也，为而弗志也，成功而弗居也。”也就是说圣

人要用无为的态度对待世事，用不言的方式实施教化。听任万物自

然兴起而不为其创造，有所作为，但不强加自己的意志，功成业就

而不自居。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天下万物（天、

地、人）皆源于“道”，应该像“道”一样，顺乎自然，不要人为

地妄加干预。老子反复强调只有顺应自然规律，做到无为，事物才

会往积极方向发展。为了区分真德和伪德，《道德经》一书中还提

出：“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什么意思呢，

它指的是积德行善一定要顺其自然，切不可有意而为之。若是有意

而为之的德行就是“伪德”。比如做好事是为了得到别人的肯定，

得到别人的帮忙，这样的道德行为不是真德。老子提出无为之德是

“真德”，而有为之德是“伪德”。道家的无为思想告诫我们要做一

个无为而德之人，往往能收获到意想不到的结果，也是良好德性的

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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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卢梭的自然后果法 

卢梭是法国著名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提出的自然教育对本国

教育以及其他国家的教育都产生了非常深远且积极的影响。他提出

完整的教育是由自然的教育，事物的教育和人的教育三个部分所构

成，而自然的教育在这三者中起着主导作用，人的教育和事物的教

育辅助自然的教育实现对人的完整教育。卢梭提出在德育过程中宜

使用自然后果法。儿童时期，它们大脑的理智部分还尚未发展完全，

对这时期的儿童进行灌输和理性说教不符合儿童的身心发展规律，

对儿童实施说理教育对儿童来说是行不通的。因此卢梭反对对儿童

进行道德说教，也反对对他们施以严酷的纪律和惩罚，提倡让儿童

通过体验其失德的不良后果去认识错误，吸取教训，学会服从“自

然法则”，自行改正，促进德性的发展。卢梭主张“消极教育”。所

谓“消极教育”是指成人不干预，不灌输，不压制，让儿童遵循自

然率性发展。教师和家长的作用就在于创造良好的成长环境和防范

不良环境的影响。卢梭著作《爱弥儿》开篇即写道：出自造物主之

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手里，就全变坏了。可见卢梭认为

对小孩子最好的教育方式就是顺应其身心发展的规律，否则就是揠

苗助长，适得其反。 

（三）斯宾塞的自然惩罚原则 

斯宾塞主张快乐教育。他提出教育犹如一根又小又细的芦苇

管，假如从这一端送进去的是苦涩的汁，那么，在另一头流出来的

绝不会是甘甜的汁。这充分体现了斯宾塞主张快乐教育的思想。在

道德教育层面如何秉持快乐教育，斯宾塞由此提出了自然惩罚原

则。自然惩罚是本着基本等值，等同的原则，对一种错误的行为进

行回应，目的是让孩子在这种回应的经历中增加这方面的不可替代

的经验。[1]生活中教育者大多喜欢采用人为惩罚来处理儿童的失德

行为。自然惩罚和人为惩罚是完全不一样的两种惩罚方式。人为惩

罚一般是由父母或老师根据孩子的错误行为，人为决定的惩罚。基

于自然惩罚是和后果等值的一种惩罚方式，由此儿童乐于接受自己

行为导致的不良后果。在这个体验的过程中增强了儿童的自我责任

意识。自然本身所给予的，或以自然的方式给予给儿童的才会对儿

童的成长具有重要的价值意义。斯宾塞认为自然惩罚的好处之一是

可以培养儿童的责任意识，因为自然惩罚是完全公正的，在承担自

然后果时儿童一般不会感觉到委屈，而如果采用责骂，体罚的方式，

儿童会认为这对他是不公平的。好处之二是可以构建和谐的亲子关

系。采用自然惩罚可以使父母和孩子都不易愤怒，相反，人为的惩

罚则会使双方都心绪大乱，我们几乎看不到任何心情愉快地责骂和

体罚孩子的家长，也找不到任何愉快地接受愤怒指责的孩子。 

三、“消极德育”的实施向度 

（一）自然后果法纠正失德行为 

教师在面对学生的失德行为时不要用言语去说教，更不能采用

和失德事件无关的惩罚措施，人为的惩罚方式不但不能培养学生的

责任意识，也不利于良好师生关系的构建。当下的师生关系缺乏温

度，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教师在面对学生错误行为时没有采取正

确的处理方式。对于学生的错误行为，多数教师会启动惩罚机制，

这对心智还未完全发育健全的学生来说是不公平的。教师可以选择

“消极”的处理方式，如果是不太严重的后果，教师可以任其不良

后果的发生，让学生自行体验失德行为产生的不良后果。比如学生

口不择言地辱骂甚至是殴打身边同学，老师可以对该事件采取不过

多干涉的做法。同学被辱骂殴打之后会受到心理和身体上的伤害，

其他同学也会因为他的不良行为不再和他一块玩耍，他在这种受到

排挤的环境中会自觉纠正自己对待同学的态度，逐渐明白只有尊

重，友好对待他人才会受到他人的尊重。教师不过多参与其中也会

使得师生关系往好的方向发展。好的德育效果绝不是通过外在的说

教灌输或者施以严肃的批评惩罚，这些德育措施是一种教师干预的

积极德育，往往德育效果会事半功倍。 

（二）陶冶法实施感化与熏陶 

陶冶法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情感和环境的因素，以

环境陶冶情感，间接地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地熏陶和感染，使其在

耳濡目染中深受感染，进而促进其身心发展的方法。陶冶法可具体

分为三种方式：人格感化，环境陶冶和文艺熏陶。人格感化是教育

者以自身的人格威望及其对学生的真挚热爱和期望来对学生进行

陶冶的方式。家长和教师都是儿童成长路上的教育者。儿童具有较

强的模仿能力，从开始会走路说话后就会模仿家长的样子，良好家

风的建设对儿童的成长具有关键性的教育意义。首先家长要以身作

则，成为孩子的榜样，积极创设优良的家风环境。在学校，学生具

有向师性的特点。教师在儿童心中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伟大形

象，教师的一言一行都会潜移默化的影响学生的道德发展。教师要

做到为人师表，热爱学习，关爱关心班级每一个学生，不要放弃和

落下任何一个学生，教师对学生散播爱，学生就会对周围的人散播

爱。环境陶冶是借助个体周围的环境来促进学生的品德罚站。苏霍

姆林斯基曾说过要让学校的每一面墙都开口说话，让学校的一草一

木,一砖一石都发挥教育影响。充分强调了校园环境的教育作用。教

师如果利用好校园，班级的环境，可以对学生起到较好的德育效果。

比如学校的名人雕塑，班级墙上粘贴的名人名言，学校的校风，班

级的班风，班级的学习氛围等皆可以对学生的人格健康发展起到润

物细无声的作用。文艺熏陶是借助音乐、美术、文学、戏剧、电影、

电视等艺术手段对学生进行陶冶的方式。教师可以通过影视剧中的

人物对学生进行感化和熏陶，比如通过角色扮演，切实走进人物的

家乡，旧址等方式来感受人物生平的伟大故事，感受英雄人物对国

家的大爱之情，培养学生对祖国的热爱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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