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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处于人生发展的黄金阶段，也是性格形成的

“黄金期”，此时接受的教育很可能会影响其一生。杜威

在教育的道德层面的遗产在 1990 年代初通过两个项目

重新焕发活力，这些项目被汇编成两部经过编辑的作品

（Goodlad，Soder&Sirotnik，1990）。 在 这 两 本 书 中， 道

德教育得到了新的认识，它将学校道德教育作为德育的

中心工作和基本途径。其中道德的品质包括对他人的共

情、包容、关心等都得以阐释。青少年只有接受良好的

道德教育，才能保证其在学习过程中习得良好的习惯、

得到最稳定的基础培养以及未来发展与教育的人格塑造

（Lixin Shi.，2013）。1

一、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文献计量法对 2011 年 -2021 年中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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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研究结果讨论

（一）德育理念的异同

我国中学德育目的呈现政治化倾向。学者朱永康

（1998）认为当前我国中学生的道德思想教育主要是通

过思想品德（政治）课、课程思政等方式来实施，有人

认为具有极强的“实利”色彩，忽略对学生道德情、意、

行的培养（Sockett，H. 2012）。屈敬华和易俐华（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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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人民共同的政治立场，从而使国家政治环境的安定

团结得到保证。

而西方德育目的普遍以提升学生素质为主（屈敬

华，2019）。西方各国，尤其是中小学教育，历来重视

学生个性健全与和谐的发展，并且有意识地培养学生

个人的自信心、能力品质以及健康的生活方式 8（胡松，

2006）。如日本的基础教育十分重视“平等”，一方面，

不对学校性质改变，尽量做到教育资源平均分配。另一

方面，尽量保证公正平等地对待每一个学生。通过这种

方式，既能增强学生的自信心，又能促使学生努力进

取、获得好成绩（张婧，2000）。这一做法在某种程度

上提升了平均水平，但同时也减少了优秀学生相互促进

激励的情况。

（二）德育内容的异同

我国的道德教育内容“空洞化”。我国的德育内容

更偏向于道德认识的输入，缺乏对道德行为的实际锻炼

培养，没有如澳大利亚学校所做的那样允许且鼓励学生

自由发表意见，在高考竞争压力下，出于阶层跃升焦虑、

就业难等因素，中国学生从小就被灌输来自学校、家庭

等方面的观念，对于考试的重视远远超过其它方面。但

我国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在内涵上要求比亚洲其他国家

更为丰富，层次要求更加高，这是由中国社会主义国家

性质决定的。中国在总体上形成了以爱国主义、集体主

义、社会主义教育为核心和相对稳定的教育内容体系。

其教育内容包括很广泛，具体内容的教育实施又根据不

同学历阶段、不同类型的学校及青少年的心理和生理特

点，各有所侧重，体现德育内容的层次性和多样性特点

（唐汉卫，王阳，2021）。

西方德育则更注重行动教化。澳大利亚针对青少

年“拒绝说教”的阶段特点，采取“自由发言”的模式，

采取讨论法，鼓励学生自由发表意见，通过交流和评价

彼此的意见实现德育。英国的中小学则重视对中小学生

的情感态度价值观教育，强调“关注过程而非结果”，认

为道德不是被灌输到学生体内，而是潜移默化地感染学

生的；而加拿大的学校常常举行一些慈善活动，培养学

生同情弱者、帮助别人、与人为善的意识与美德（何伟，

2020）。

（三）德育方法的异同

我国德育方法倾向于“灌输化”。目前我国中学道

德教育的内容与小学阶段重复率较高，但许多老师依然

采取道德说教的方式，直接向学生灌输知识。另一方面，

由于思想政治课的难度相较于其它如语数外学科来说

较小，许多老师仍选择讲授法来传授知识。5（宋春宏，

1999），即使有其他渠道如简介教育、家庭教育、青少年

组织活动等的尝试，也常常是浅尝辄止，并没有挖掘这

些渠道的效用（储培君，1997），而学生也对思想教育课

有了“无趣、乏味、单调、没有意义”的刻板印象。

而西方德育方法则多种多样。欧美各国除了开设宗

教课、道德课之外，道德教育还与各科教学相结合，贯

穿于各个学科的教学活动。如英国的体育课，通过培养

运动员的精神和风格，来指导学生在体育活动中养成守

纪律、勇敢、拼搏、协作、忍耐、公正等品质。如法国

在法语教学中，不仅让学生掌握法语语言的基本知识，

而且通过分析艺术形象、指导阅读、评议作文等教学环

节，影响学生的道德情操，热爱自己优美与严谨的民族

语言 10（Li，P Zhong，MH Lin，B Zhang，2004）。

（四）我国中学道德教育还存在的一些问题

我国中学德育还存在考核形式化的问题。有人提出，

部分老师将考试成绩高低作为学生思想品德优劣的评判

标准，这种评判标准违背了客观规律（Zhao，Weili Sun，

Caiping，2017）。这一观点值得深思，道德教育是否成

功的关键在于道德行为的生成和道德习惯的培养，单单

以考试成绩作为评价依据也违背了“以人为本”的学生

观和以“发展”为目的的评价观。也有人认为学校德育

工作的考评没有一套有效的、可操作的量标 3（Xiaoman，

Zhu1，2004），这一说法过于绝对，近两年出台的“班

主任评价”便具有一定的有效性和可操作性，因为班主

任了解学生的发展进步，可通过观察法和调查法等了解

学生，但是主观性较大、任务较重，难以确保评判的客

观和全面，但仍符合可操作性和真实性原则。现今中学

的确存在有部分学校为了升学率片面追求政治高分的现

象。如孟艳菊（2020）学者所言，教师采用的是“要考

才讲，不考的不讲”的模式，只强化了考题的应试模式

特征（Englund，Tomas，2016），这一观点出于实际，亟

待深思与解决。

三、总结与反思

在升学竞争的压力下，目前我国中学道德教育的现

状不容乐观，目前存在以下问题：一、许多学校重“抓

分”轻“育人”，受高考影响较大，应试教育的现象普

遍存在，许多老师更注重成绩而忽略了学生的德育（李

水兰，2017）；二、德育内容脱离生活实际、“假大空”，

而正是因为德育内容与生活的相关性较小，高中生在日

常生活中的精力难以与德育内容相契合，也就难以在实

际中得到锻炼，难以培养良好的道德行为习惯；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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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教育手段单一，目前大多数教师德育手段采用讲授

法，让学生觉得枯燥乏味。四、德育没有一个较为完善

的评价体系，有“形式化”趋向。魏曼华等人曾对新课

改前初中思想政治课教材做过一个调查报告。结果发

现：在初中学生最喜欢的课程中，思想品德课排在第 10

位（共 14 门课），在最不喜欢的课程中排在第 3 位。有近

1/10 的初中学生将思想品德课列为最不喜欢的课程。

本研究也存在选题过大，不能有效解决实际问题、

对比中学德育的国家不明确不统一、对比研究浮于表面、

不够深入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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