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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生活世界回归的道德教育一

口吴 玲[南京师范大学 南京210097]

[摘 要] 生活世界的道德教育是人的德育最基本的部分。现代道德教育在功利化和政治化

的影响下与学生生活发生脱离。向生活世界的回归，是时代精神和现代德育改革的发展趋向。生

活德育的实现必须依托以生活为基点的德育理念，坚持德育来自于生活并回到生活，关注道德主体

性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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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不同的道德教育

德国哲学家胡塞尔认为，人在其生长的世界可分

为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科学世界是从人的生活世

界的活动中衍生出来的，是生活世界的理性沉积物与

抽象图景。其中，生活世界是人类的根本家园，为人

的成长提供了基本需要，科学理性只有回到现实的生

活世界中，才能显示对人类的意义。我国著名学者项

贤明根据胡塞尔的“生活世界理论”把人类社会中的

教育现象分为科学世界的教育和生活世界的教育两

大领域，同时，他把道德教育也分属在这两大领域，即

科学世界的德育和生活世界的德育。认为，生活世界

的道德教育是基础，科学世界中的道德教育是从生活

世界中分化发展而来；科学世界的道德教育是不能脱

离生活世界而独立承担人的全面道德教育的；生活世

界的道德教育是根本的，它是科学世界道德教育产生

和存在的前提，也是科学世界道德教育的意义基础所

在。这种观点与古希腊哲学大师亚里斯多德“美德”

的理论有相似之处。大师认为，“美德(即现道德)有

两种，即心智方面的和道德方面的，心智方面的美德

大体归功于教育，而道德方面的美德乃是习惯的结

果。”⋯意思是说，美德分成可传授的和形成的两部

分，知识方面是可以教授的，而德性方面却是在生活

中逐渐形成的。我们发现无论是项贤明学者的观点

还是大师的理论在今天的道德教育实践中都具有启

发意义。我们今天在学校中教授给学生的是理性的

知识，而不是道德本身。传授只能做到让学生掌握道

德方面的知识，而学生德性的真正形成，则必须依赖

于学生包括学校生活在内的所有社会生活。这就是

说，一个人道德品质的最终形成要靠两种教育手段来

实现，一个是靠知识传授的教育，另一个是靠生活世

界的教育。

遗憾的是，现实中的学校道德教育在知识中心主

义的支配下，已经与生活世界发生了严重分离，我们

如今所能做的似乎只是不断地向学生传授道德知识，

而后再通过考试等手段了解学生是否已经掌握了传

授给他们的“道德”知识，对那些生活世界的东西，对

道德主体德性的生成，我们却总是鞭长莫及，力不

从心。

二、现代德育的缺陷：德育与生活的分离

从历史的角度看，道德发生于人们物质生活中的

社会交往活动，是人们在生活中自发形成的。原始的

道德是与生活融为一体的，是生活的本身。但随着制

度化教育的产生，道德教育开始与生活分离，教育的

内容开始摒弃日常生活经验，走向科学，进而把知识、

技术视为唯一的追求，道德教育的政治化倾向，更加

深了德育与生活的分离，使生活世界逐渐退到后台而

被遮蔽。

(一)现代德育的功利化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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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教育迷失于功利主义价值观，这是现代德育

与生活分离的一个重要原因。功利主义价值观在现

代教育中的表现是注重眼前利益，把教育仅仅看作是

为经济服务的工具，而不是把它看作培养完整的人。

让我们回顾一下20世纪以来教育的历程，当社会泛

起唯经济主义、唯科学主义浪潮，当社会道德从根本

上被挖空时，学校教育扮演的角色即为“它已经完全

丧失了它应有的批判和反思功能，反而在同流、推波

助澜中，与社会其它方面共同酿成了当前的道德危

机。”“学校教育从整体上摆错了方向，迷失了它的终

极目标。”幢1按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来说，这是一种

“失真”的教育，就是失去其本真意义的教育。教育的

本意是教人成为人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当下的教

育却从本质上偏离了它本真的意义，成了一种在工具

理性操作下的功利主义教育，使科学世界教育与生活

世界教育相分离。对当下的教育现状，日本著名思想

家池田大作曾经气愤地说，在现代技术文明的社会

中，不能不令人感到教育已成了实利的下贱侍女，成

了追逐欲望的工具。可怕的是，现代教育的功利主义

价值观在中国也已深入人心，并且在不断地被加强。

人们把教育的功能捧上了天，因为教育可以给社会带

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可以为个人谋取名利和物质财

富。鲁杰教授认为，“物质财富的不断丰富和发展，使

得现代人局限眼前，精心功利，遗忘未来，失却崇高，

人成为物化的人、被自然情欲所操纵的、为工具理性

所支配的人、丧失了生命激情的人。”【21刘铁芳教授则

认为，科学教育和职业技术教育占据主导地位，人文

教育退居教育的边缘，价值与意义不可避免地为功利

所湮没。现代教育给学生开设了种类繁多的课程，但

通过教育，学生获得的并不是世界整体的印象，而是

支离破碎的知识的堆积。教育自身也被工业化和技

术化，人的价值和意义服从于外在的目的，功利性湮

没了教育的内在意义，也不去追思教育的意义b】。我

们可以说，教育的日益功利化，使道德教育已经找不

到存身之处，道德教育在社会和学校中已沦为“说起

来重要，做起来不重要”的境地。

在教育功利化的熏染下，德育自身亦逐渐向功利

主义转变。有人曾将我们的学校德育比喻为“救火

车”，将德育工作者喻为“消防队”，社会需要什么，德

育便去做什么。在“文革”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德

育便成了政治工具；到国家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

上来时，便要求德育培养学生“有市场经济的头脑”，

学校德育要围绕市场经济转变观念；当社会上出现了

生态危机时，生态德育便呼之欲出。当社会问题突显

时，人们又想到了用德育来解决这些问题。在实践

中，我们只是从社会的现实需要出发，把德育视为“万

能工具”。然而，这些毕竟是学校德育的外在功能，这

些功能的追求和实现只是德育的社会需要，在这种观

念指导下的德育实践模式忽视了德育的本性——对

人：即对人性提升的关注。学校德育这种对功利主义

的追求导致了德育环境的失衡，德育的主要内容集中

于书本知识，德育的途径局限于课堂教学，德育的手

段主要采用说服教育，学生品质的好坏由一张试卷来

决定，而学生在现实生活中道德的展现过程却被忽

视，忽略了“人是完整的道德存在”!

(二)德育的政治化倾向

我国德育是长期从属于政治的理性道德教育。

在我国革命战争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一直是党的工作

的“生命线”，并且对革命胜利起了重要作用，因此，建

国后，我国的道德教育仍沿袭了过去的模式，忽视了

社会环境和政治氛围的巨大变化，忽视了教育对象的

不同，更忽视了政治与道德、政治教育与道德教育的

差别之处。所以，在教育内容上，强调共产主义理想、

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共产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的教育；在教育方式上，采取安排专门的政治课，系

统传授政治教育内容；在教育方法上，采用传授和灌

输的方法，用社会科学知识取代了道德情感和道德体

验。这种泛政治化、理想化和科学化的德育脱离了学

生鲜活的实际生活，忽视了学生合理正常的基本需

要，把个人的尊严、需要贬损了，最后只剩下德育的价

值导向功能。劳逊描述了我国现代德育从属于政治

的历程，先是泛政治化——德育等同于政治教育；再

是过度的理想化——德育等于理想教育；然后是观念

的绝对化——德育等于集体主义教育；最后是德育功

能的萎缩——德育等于得分H】。道德教育泛政治化

的现实表现在人们的思维定势中，把道德教育与政治

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考虑德育问题时，偏重政

治。在德育实践中，道德教育完全政治化，用政治的

尺度来衡量道德问题，把纯属道德的问题当作政治问

题来解决。

由于德育受功利主义价值观和泛政治化的影响，

德育与人的现实生活逐渐分离。有人说过，20世纪

道德教育的一个失误就在于道德教育与生活的脱离，

使发展人的德性的道德教育成为纯道德知识的教育。

建国以后，我国德育大都是以既定的教育目标为中

心，以与之相关联的思想品德知识的传授为基础，注

重的是以成人视界为基础的价值目标。忽视了从学

生的生活世界出发、道德个体的内在需要、生活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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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主体道德体验出发，有针对性地去引导学生生活的 护的重要性。

拓展和品德的提高，从而造成德育活动与学生生活世

界的疏离，学生在德育环境中只能是被动接受和改

造，造成德育主体性的缺失。正如《学会生存》一书中

指出的，在现代学校教育中，儿童的人格被分裂为两

个互不接触的世界：“在一个世界里，儿童像一个脱离

现实的傀儡一样，从事学习；而在另一个世界里，他通

过某种违背教育的活动来获得满足。”[51这正是对现

代教育的真实写照。任何对学校德育有所了解的人

都会发现，一方面儿童的主体性泯灭了，像傀儡一样

任人摆布，另一方面，德育又脱离了积极的文化生活

内容，变成了纯粹的形式。

三、生活德育——现代德育改革与发展的
趋向

(一)树立以生活为基点、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

树立以生活为基点的德育理念。陶行知说：“没

有生活做中心的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学

校是死学校。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61

我们认为，没有生活的德育同样是死德育。道德原本

来源于生活并体现在生活世界之中，它如果离开生活

就会丧失生命力，德育在本质上是人格的、生命的、完

整生活质量的教育，它必须渗透于生活，即与生活交

织在一起。道德存在于人的生活之中，没有脱离生活

的道德。生活德育就是要让学生拥有一个“生活世

界”，一个活生生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既拥有物

质世界，又拥有意义世界，人是完整的存在。在这个

生活世界里，其德育关注个体的生命价值，注重引导

学生完整生命体的健康成长，趋向于善的成长。而脱

离生活的道德和品德必将导致道德和品德的抽象化、

客体化，脱离了生活去培养人的品德也必将使这种培

养因为失去了生活的依托和生活的确证而流于虚空、

形式、无效。

树立以人为本的德育理念。德育工作是一种精

神性的影响人的心灵的活动，是一种以德性人格影响

人格形成的交互活动。因此，在道德教育工作中要坚

持以人为本，把人的道德生活和道德发展作为德育的

核心，要反对功利化追求在道德教育中的泛滥。所

以，生活道德教育应大力发扬人道主义精神，真正把

人作为教育目的而不是手段，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

了人，一切服务于人，切实确立起“人”在当代中国道

德教育中的中心地位。这样学生才能真正领略到道

德的内涵、生活的本质、做人的意义和对他人关心爱

(二)德育内容应来自于生活

生活德育的内容应源于生活。德育内容是为实

现德育目标而为德育实施过程确定和安排的，生活德

育目标应有与之适应的植根于生活之中的德育内容。

以生活世界为依托的生活德育应充分吸收生活世界

的直观性、本真性、体验性，而不是从道德概念的演

绎、道德思维能力的开发中完成德育的任务。在生活

中进行的德育，其主题与内容来源于生活，这与以道

德概念和道德推理为主题的德育是不同的。在生活

中展开的德育以现实生活经验为德育的素材。生活

中所遇到的社会性、道德性事件和问题是德育具体

的、丰富的素材，这种德育不需要虚假的、逻辑的东

西。在生活中展开的德育其过程与生活过程相一致。

因此，道德学习与道德教育的过程是与生活过程相一

致的，与生活过程相脱离的德育是无效的德育，真正

有效的德育是与生活相融的德育。

社会生活总是不断发生着变化，不同时期、不同

环境必定会使道德教育的内容得到充实和更新。今

天我们的道德教育除了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等道德规

范的重要内容外，还需要从现实生活中拓展内容，重

视生活世界中道德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创设具有生活

气息的道德情景。今天的道德教育是培养未来的人

才，因此德育应培养学生适应未来生活的各种道德意

识，其中主要包括：环境意识、全球意识、参与精神、合

作精神。

(三)德育的目的是为了回到生活

生活是德育的起点，也是德育要回归的地方。德

育回到生活不是说离开生活的德育重新回到生活，而

是指“高于”生活的德育“回到”生活，使人过更美好的

生活。正如陶行知所说，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生活

的变化，使生活向好的方向发展。同样，我们说德育

的目的也是为了生活，为了促进生活向好的方向发

展。虽然德育从生活中出发、在生活中进行，但并不

意味着德育等同于生活、消融于生活。生活德育不是

无条件地迎合生活，而是在生活中引导生活。陶行知

说，有的人过着前进的生活，有的人过着落后的生活。

我们要用前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要大家一起来

过前进的生活，受前进的教育。生活德育就是要用前

进的生活引导落后的生活，使每个人过上善而美的生

活。因此，德育的目的不是仅仅为了培养人的品德或

德性，而最终是为了过美而善的生活。

(四)生活德育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性

生活德育注重培养学生的道德主体性，强调在教

  万方数据



70

蹙麟蠖表学黉擐《耩，携鞫髦篱缓；耍的∥年(第8；卷麟，第：s期
JournaI of UESTC(SocjaI Scjences Edjtjon)Oct．2006，VoJ．8，No．5

育活动中的自主性。以科学知识传授为中心的德育

往往通过教育者的权威、灌输，直接告诉学生应该做

什么，把学生引入一个封闭的答案之中，使学生很难

从中去做积极的自我认识、体验、探究和发现，学生只

要去背诵所教内容，没有了积极参与、体验、发现、表

达的空间，不可能对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思维、情感、态

度构成真正的挑战，他们在德育学习中也不可能真正

地参与。回归生活的德育不以追求确定性的道德知

识为目标，而是以日常生活形式为基础，使德育的目

标和内容都能与学生个体的生活实践相联系，从而在

德育活动中，能充分地调动学生既有的生活经验，在

对自我生活经验的理解、发现的过程中，不仅获得切

身性的伦理感受，而且激起个体道德思维、情感与智

慧的参与。正如陶行知所说：“我们道德上的发展，全

靠着遇了困难问题的时候，有自己解决的机会。所以

遇了一个问题，自己能够想法解决它，就长了一层判

断的经验。问题解决得越多，则经验越丰富。”【71所

以，道德教育者应该努力创造各种条件，采用灵活多

样的形式，培养学生面对生活中的道德问题时的自我

判断、自我选择的能力，并对自己的道德行为负责。

现在的社会是人的生命价值凸显的时代，作为教

育灵魂的德育只有植根于生活世界，才能具有蓬勃的

生命力和有效性，才能体现对人的生命的关怀和价值

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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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njing Nomal universi哆 Nanjing 210097 China)

Absh翟ct Moral education in l迁．e world is the most essential part of叫r ITloral education．At present，under the im．

pact of utilitarianism and politicalization，moral education has separated from students’lives．Regression to 1ife wodd is

tIle developmem trends of the time spirit and the refbHn of today’s moral education．Tb realize moral educ砒ion， we

shollld，with the aid of moral education ideas which is b鹊ed on tlle life，uphold tllat moral education comes from life and

it should come back to ld．e and we also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cultivating moral subj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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