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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
“

尊道而贵德
” ,

然而
,

在目前

的中学思想政治课教学中
, “

道之不讲
,

以利

言德
”

的现象普遍存在
,

引起有关专家学者

的关注
。

笔者从事思想政治课教学多年
,

深

有同感
。

因此
,

本文拟从
“

道
”

与
“

德
”

的

关系
,

问题所产生的原因
,

解决问题的探索

性方案几个方面展开论述
。

韩愈在 《师说 》 中言 : “

师者
,

所以传

道受业解惑也
。 ”

传道无疑是第一位的
。

然

而
, “

道
”

在 日常生活中
,

在大多数人的观念

中
,

成为虚无飘渺的东西
,

离实用与功利的

现代人越来越远 了
,

这是非常令人担忧的
。

“

道
”

在中国先哲的观念中是一个本体

性的存在
,

即使在 以
“

仁
”

为核心的儒家学

说里
,

仍然是
“

吾道一以贯之
” ,

l[] 孔子所忧
“

德之不修
”
z[] 是以

“

道
”

为依据的
。

道家则

把
“

道
”

视为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本及社会运

行必须遵守的规律
,

道的主体地位是不可动

摇的
。

所谓
“

道生之
,

德蓄之
” 。 Is] 佛家的经

藏典籍中
,

修行直接译为修道
,

至于
“

诸恶

莫作
,

诸善奉行
”

的修行
,

不过是成道的阶

梯
。 “

道
”

与
“

德
”

之间
,

道在先
,

德在后 ;

道为本
,

德为末 ; 道为源
,

德为流
。

道是本

体
,

德为功用
。

离道而讲德
,

无异于缘木而

求鱼
,

舍本而逐末
,

结果只能贻害心灵
。

如

讲节俭
,

强调节俭带来的巨大经济效益
,

却

忽视了
“

俭 以养德
”
; 讲诚信强调个人功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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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得
,

漠视
“

思城
,

人之道
”

的人之为人的

本分
1

如此的讲授
,

不胜枚举
〕

而且在中学

教学中非常普遍
。

诚然
.

这里有讲授者为了

贴近现实
,

让学生易于接受的苦心
,

然而
,

如

果一个指路人一开始方向就指错了
,

我们还

能指望到达终点吗? 古人重视
“

天理
” 、 “

良

知
” ,

还真是别有深意和远见
。

梁漱溟在反思其人生时说
“

道德是最深

最永的趣味
”
叫只强调

“

德
”

而忽视
“

道
”

的

教学
,

必然导致道德的沦丧
,

因为教师的理

念是从
“

道德
”

有什么 用这个问题出发的
,

而

不是从人性
、

生命的角度去关注的
1

任何事

物谈到功用
,

都表现出两面性
,

可能带来名

利
,

也可能带来损害
,

而追求
“

善
” ,

却是永

恒的
,

超功利性的
、 _

抚案静思
,

我们该把矛头指向谁 , 指向

教师吗, 显然不公平
、

思想品德课教学长期

以来都存在流于形式的问题
,

中学如此
,

大

学也不例外
。

其原因大致有以下 几个方面 :

其一
、

教师素质有待提 高
、

首先从人文

素养上需要补课
`。

现在在中学从事思想品德

教学的教师大多本科院校毕业
,

文化素质还

是不错的
,

但人文素养却令人堪忧
、

由于大

学评价体制的不合理
,

有为数不少的大学教

师已经成为教学与学术
“

机器
” .

为了
“

谋

食
” ,

已经是疲于奔命
。

播种真与善的学者已

经失去了
“

谋道
”

的兴趣
,

大学演变成为功

利场
。

学生也不得不为谋一份职业做各种准

备
,

七八十年代的理想主义几乎已经消失殆

尽
(
、

在此环境中熏陶出来的中学教师怎么可

能对学生产生人格的感召力 古人求学以修

身为本
,

其次才是经世致用
。

今人求学大多

只为就业与高薪
。

修身
,

不要说在本科生中
,

即便在硕士生
、

博士生中
,

对自己道德修养

有所要求的也廖若晨星 而占据主流的科学

主义与实证主义的教育
,

在工具理性思潮的

主导下
,

生命正在异化
。

知与行在个体生命

上无法统一
。

一个个带着更多私利的灵魂无

法滋养出有德性的生命
。

其次
,

在理论素养

上
,

本科教育也是蜻蜓点水
,

没有真正培养

起学生思维与理解的能力
。

走上工作 岗位

后
,

忙于各种教学与管理
,

中学教师教学任

务繁重
,

每周有 1 0 一 , 4课时甚至更多
,

大多

数教师还要进行班级管理
,

有句 口头禅叫
“

两眼一睁
,

忙到点灯
” 。

如果自己随波逐流
,

久而久之
,

泯然众人矣 ! 几乎没有时间与精

力提高自己的专业涵养
。

许多校长在慨叹
:

大楼好建
,

好教师难找
。

其二
,

评价体制 不够合理
。

首先
,

对教

师能力的评价中
,

往往是看课 上得好不好
、

能不能管好学生
、

科研能力强不强
,

缺乏的

是对他们
“

德行
”

的整体估量和
“

传道
”

效

能的评估
。

学生的
“

道德
”

教育被异化为班

主任的
“

责任
” ,

班主任对
“

道德
”

的认识又

肤浅到
“

不捣乱
” 、 “

听从教导
” 、 “

不给班级

摸黑
”

等浅层次
,

至于学校对班级的评价也

只停留在
“

日常规范分数的高低
”

上
。

其次
,

中学教师的评价还是以成绩为主
,

分数既是

学生的命根
,

也是老师的命根
。

虽然有些城

市思想品德课在中考中不列入总成绩
,

但在

评价教师时
,

平均分
、

及格率还是要比一比

的
。

知识可以量化
,

品德与心灵如何量化?

品德量化本质上就是实证和 工具理性的产

物
,

缺乏合理的评价机制
。

德育教学既不能

立竿见影
,

也不能带来更多的显性利益
,

所

以大多数教师缺少积极性与成就感
。

再次
,

对学生的评价明显存在偏差
。

在学校评价

中
,

学生的品德虽然成为某些优秀评选的基

本条件
,

但远远没有体现
“

德为先
”

的价值

判断
。

在社会上
,

学业成绩的好坏已经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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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学生
”

的代名词
,

只有对社会
、

他人造成

恶劣影响时
,

品德才登上评价的中心舞台
。

其三
,

社会价值观的影响
。

在商品大潮

的冲击下
,

追求更多的物质利益与利益最大

化的思想观念 已经侵入了人们的骨髓
。

人们

的欲望如同潘多拉的盒子被打开
,

洪水一样

泛滥
。

实用和功利的价值观成 为主流
,

求
“

道
”

的传统价值观受到 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

尽管社会呼吁道德重建
,

一些报刊杂志也开

辟专栏进行讨论
。

但在现实的利益面前依然

显得那么不堪一击
。

有识之士除了呐喊还在

仿徨
。

现代人在物质享受上已经超过 了古

人
,

然而幸福感却在下降
。

人是社会的人
,

教

师
、

家长和学生都不可避免地受到这种价值

观的影响
。

所以
,

中学教师在授课过程 中有
“

德
”

无
“

道
”

的教育
,

有其
“

无知
”

的一面
,

也有
“

无奈
”

的一面
。

坐而论道
,

忘记现实
,

显然无助于问题

的解决
,

道并非脱离现实而存在
.

在传统哲

学中
,

道就在日常生活中
。

《周易 》认为易道
“

显诸仁
,

藏诸用
”

;l 5] 儒家则在身体力行中

践履仁道 ; 庄子则认为道在瓦砾
、

屎溺 ; 禅

者言
“

运水搬柴无非妙用
” ,

道不是抽象的存

在
,

而是存在于个体生命的 日常生活之中
,

理论上就有了实现道的可能性
。

如何在德育

中贯彻
“

道
” ,

使德育不偏离方向
,

这是一个

教育中的难题
,

根据初步的实践与思考
,

笔

者认为可行的具体途径大约有四个
:

其一
,

思 想政 治课纳入学校德 育 管理

系统
,

构建学校育人的
“

大德 育
”

系统
。

目

前各学校把思想政治课仅仅当作知识在讲

授
,

和其他学科比起来
,

属于
“

三等公民
” ,

长期 以来遭受冷遇
。

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中
,

虽然在教材方面作了较大改动
,

增加 了学

生成长必须 的心理
、

法律和规则意识等 内

容
,

但实际效果仍然不尽人意
。

这是因为
,

首先
,

思想政治是
“

育人
”

教育课程
,

却又

和其他 学科一样进 行知识 的考试与测评
,

即使有行为测评的题 目
,

却也是
“

纸上谈

兵
”

; 其次
,

思想政治课过于注重理论的讲

解和灌输
,

无法引起学生的兴趣 ; 再次
,

思

想 政治课 与学校德育 目标原本应该一致
,

但实际是
“

形上统一
,

实为游离
” 。

因此
,

要

改变这种局势
,

必须把思想政治教学真正

纳入德育的范畴
,

充分 发挥思想政治课理

论系统优势和学校经常性育人活动 的长处
,

使德育成 为
“

理论一实践一评价
”

的一个整

体
。

如此
,

思想政治课就成 为德育育人阵

地
,

可 以根据学校的实际补充
、

调整课程部

分内容
,

发挥德育育人的作用
。

其二
,

改变评价机制
。

目前
,

中小学德

育评价中往往容易出现以道德认知代替品德

形成
,

以孤立的行为代替品德发展
,

以终结

性评价代替过程性评价和发展性评价
。

这种

德育评价难 以促进学生道德的主动
、

自主发

展
,

带有较大的主观随意性
,

针对性不强
。

其

实
,

德育是一个教育的过程
,

也是学生自我

成长的过 程
,

成长不仅仅意味着成熟和进

步
,

同时相伴的还有挫折
、

失败等等
,

终结

性评价抹杀的却是德育最核心的内容— 学

生的成长
。

因此
,

我们需要全面改革我们的

评价体系
,

我们要创设利于学生成长的评价

体系
。

例如
,

杭州市清河 中学正在探索实施

以 《学生成长手册 》 为载体的评价系统
,

指

标覆盖 了学生在校规范和学业
、

实践探究
、

家庭表现和社会公益服务等方面 ; 评价者包

括了老师
、

同学
、

家长与社区等人员 ; 评语

采用发展性语言 ( 希望与寄语 ) ; 评价的时

间由过去的期末一次改为每月一次
,

效果很



好
。

其三
,

改 变教 师的心智模式
。 “

我们的

心智模式不仅决定我们如何认知周遭世界
.

并影响我们如何采取行动
。 ’

6l] 在经济全球化

潮流趋势下
,

我们的思考往往自觉不自觉带

有经济思维色彩
。

经济是可以有
“

实实在在

的感觉
” ,

经济可 以用
“

利润
’

测 t
。

而
“

德
”

是一个孺要长时间培养
,

并经历社会考验的

品质
,

目前并无什么 t 表可以把一个人的道

德进行准确测 t
。 “

以经济思维评判道德
”

的

心智模式在现在教师中还很有市场
,

这也是

导致有
“

德
”

无
“

道
”

之德育教学的中心问

题
。

德育的
“

短视
、

功利
” ,

政治课的
“

品德

功利化
” , “

读好书就可以娶到美女
、

赚大钱
、

买好房
”

等等都是这种心智模式下催生的产

物
。

因此
,

我们只有改变教师
“

以经济思维

评判道德
”

的心智棋式
.

使教师形成求
“

善
”

追
“

真
”

爱
“

美
”

的人生境界
,

才能使其所

教的学生由
“

功利的德
’

向
“

审美的人生
’

态

度的转化
。

其四
,

教师实现
“

形上
”

与
“

形下
”

的

贯通
。

这种贯通是一种圆触
,

也是一种智惫
。

目前
.

很多中学教师成了上课的机器
,

自我

提升的机会不多
,

理论素养也有待于进一步

提高
。

由于缺乏先进的教育理念
,

天长日久
,

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
,

对现实问题缺乏
“

形

而上
”

的洞察与思考
。

因此有必要组织教师

交流与学习
,

开阔眼界
,

增长见识 ; 有必要

与高校的一些德育及教育研究机构挂钩
,

进

行切实有效的交流与沟通
,

共同提出切实可

行的方案
。

高校研究机构中的理论研究者理

论素养颇深
,

对问题有粉敏锐而深刻的洞察

力
,

能够高盼远瞩地提出一些见解
,

把握
“

道
’

形而上的方向性
。

而中学教师对问题有

着切实的体会
,

是德育的承载者与实施者
.

容易在现实中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
,

把
“

传

道
”

付诸于
“

形而下
”

的具体实践
,
这样的

合作与交流遵循知一行一知的良性循环
,

把

理论上的
“

应然
”

变成
“

实然
” ,

在理论与现

实中真正架起一座桥梁
。

笔者在教育实践与思考中
,

深感此问题

的解决有赖于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努

力
。 “

纸上谈来终觉浅
,

绝知此事要躬行
。 ”

如

此
, .

则教育幸甚
,

学生幸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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