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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学的青少年发展理论的引领与中小学德育的实效性问题，越来越受到青少年发展研究界

和教育界的广泛重视。作为操作层面的中小学德育，如何基于学校教育和青少年发展引导的现实需要，

有效地对相关理论进行整合，是针对现状和问题的理论引领和应用，应当成为目前中小学德育改革的重

点议题，基于这样的思考，本文从当前学校德育实施的角度出发，对中小学德育理论建设提出一些想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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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前青少年发展的主要问题 

    

改革开放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发展良机，它使我国的社会、政治、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变化。同时，

社会转型时期诸多不良因素，也给这一代青少年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和严峻的考验，特别是在价值观念、

行为养成、心理健康等方面，让发展中的青少年时感困惑和疑虑。 

1．青少年价值观的“迷途” 

改革开放和电脑网络，把世界各地区、各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带到了青少年的面前。他们好像一下

子进入到了一个“神奇世界”，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兴奋、冲动、迷茫、不知所措。于是，“凭着感觉

走”成了他们的“最佳选择”，致使他们在一些大是大非上，陷入了迷茫，譬如在对国家、民族、时事

等大事方面，越来越淡漠。有调查显示，当被问及周围同学中“对时事关心的同学不多”时调查对象中

只有40.8%的同学表示“很感兴趣”，而有52.3%的同学则表示“一般”；而且当问及“你与同学聊天经

常涉及政治和国家事务问题”时，只有6%的同学表示“经常”以时事作为聊天的题材，而有34.8%的学生

表示“有时”谈及，有41.8%的同学更是表示“很少”与人谈及这方面的内容，“从不”关心的同学甚至

占到17%。从这些数据中可以看出，当前中小学生对时事政治缺乏应有的关心。而他们更关心的是网络、

游戏、电视、明星，这些几乎成了许多中小学生的“主业”。青少年在这些渠道（载体）上，选择自己

喜好的东西，尽情娱乐；而这些形式中所蕴涵的文化价值观念，则往往不是我们所倡导的主流价值观；

青少年学生正是在这些娱乐活动中，潜移默化地吸收了那些来自于多元文化之中的非主流价值观。一旦

当他们将那些非主流价值观放到现实生活中去时，常常会与社会所倡导、所需要的主流价值观产生碰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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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冲突，使他们处于困惑和迷茫，不知道该怎么做才是“对”的，陷入了一个“价值观迷失”的两难境

地，学校老师讲的主流价值观念往往在他们的娱乐世界里“行不通”；而他们在娱乐世界里习得的价值

观念，则又难以融入真实的生活世界之中。 

2．行为养成难尽如人意 

从近几年上海市家庭教育“重心”的情况看，在过重的升学与学习压力之下，大多数家长不得不把

学习和分数放到了孩子发展的首要位置，再加上一般家长对独生子女过分宠爱，造成了孩子自私、任

性。同时，学生对独立能力、自主发展的欠缺，成了青少年学习和传承中华传统伦理道德一大冲击，

“我行我素”、不计行为后果是这一代日常行为的一个特征，社会伦理道德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公共场合缺乏应有的基础道德行为。根据上海社科院2006年的一项调查显示，上海中学生中绝大多

数对主要的公共规范行为认同积极，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学生对“在公共汽车上不让座”、“过马路闯

红灯”、“坐公交车不买票”、“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和“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等违反日常生活道

德和伦理的行为持有较高的认同度，尤其是职校生相对存在更多的伦理规范认同问题。 

处事缺乏合作意识和社会责任感。合作意识和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是21世纪国际化人才最基本、最重

要的素质，但是，从目前青少年日常处事和社会交往情况来看，显然是一个“弱项”。独生子女的骄横

任性加上过度强化的竞争教育，造成了这一代青少年在同伴交往和同共处事时，严重缺乏合作意识，甚

至于在同学之间的一般处事中，都会用上“尔虞我诈”、“勾心斗角”的心机和行为。“两耳不闻窗外

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封建糟粕又以新的“翻版”在新一代青少年中显现：如果留意一下，你就时常

会发现某些学习非常认真的学生，每遇到值日劳动、班级大扫除，或是其他一些社会性活动时，往往能

溜则溜。 

3．心理健康令人担忧 

近几年来，不断深化的基础教育改革，确实在学生整体素质的培养上，有了比较明显的加强。但

是，在种种社会不良因素的冲击之下，应试教育对中小学生的压力依然非常突出，以至于学生的心理压

力沉重，精神紧张、情绪低落、缺乏自信、恐惧、焦虑、孤独、强迫或空虚感等心理健康问题成了当前

青少年发展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2003年笔者进行的调查显示，中小学生中感到自信的同学还不到2／

3，有17.8%的同学表示“经常缺乏信心”，另有15%的同学则“说不清”；更有4.4%的同学坦言“总对自

己没信心”，这种状况不能不令人担忧。同样，上海社会科学院青少年研究所2006年的调查显示，对青

少年“强迫”与“精神紧张”的评价是最不理想的：“强迫”平均等级为4.76，其中有59.6%的评价低于

或等于5——做事情常常要反复确认才放心，40.3%的自评低于或等于3——做事情几乎总是要反复确认才

放心，7分以上（含7分）的为35.1%——做事情较少要反复确认才放心；“精神紧张”的平均等级为

5.84，有48.3%的人对此的评价低于或等于5——常常感到精神紧张，其中27.6%的人自评等级低于或等于

3——总是感到精神紧张，7分以上（含7分）的为45.2%——较少感到精神紧张。  

    

二、中小学德育理论研究与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改革开放，真正意义上将中国融入了世界，同时也将世界介绍给了中国，发达国家各学科领域几十

年、乃至上百年的理论探索与建设的杰出成果，不断被引入我们的学术视野，特别是近二十多年来，国

外的理论名著和最新社会科学成果大量被翻译成中文并引进国内，对于我们青少年发展的理论界和教育



界而言，就像钱江来潮，观者甚众，而唯其热闹而已。所以，在具体的学习、借鉴和引用上，问题不

少。 

1．过度崇拜国外学术，盲目“拿来主义” 

由于大多数基层教师长期以来一直忙于“抬头讲课，埋头批卷”，对国外先进的教育及其他社会科

学前沿理论了解不多，对于一下子大量涌入理论书籍，可谓上手全是新鲜，“越读越有理”，于是，只

能采取“拿来主义”，即不及消化，用了再说。青少年的道德教育，绝不能像俗话说的那样，一把钥匙

开一把锁。而每一种理论的产生，则往往深含着研究者对背景问题的透彻的思考，对解决策略的深入探

索。所以，不了解某一理论产生的影响，盲目的“拿来主义”，其结果往往是导致先进理论难以很好地

为实践服务，甚至产生降低德育实效性的恶果。 

2．缺乏综合思考意识和能力，未能有效整合应用 

专家的研究，往往是从某个角度或是专业领域切入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教育过程中，青少年的

品德问题形成的原因，则往往不是简单的因果性的，实际上青少年某一不良行为的影响因素，一般都是

多方面的，带有综合性的，这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理论运用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原理和要素。不明白这一

点，随心所好，择一学说而试验，既得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更是对青少年发展权的一种侵犯和伤害。

在实践中，我们不难找出有的教师，“针对”学生的问题，一头扎进先进理论的海洋，东看西翻，择其

“热门”而用之，事后甚至高谈阔论，介绍“理论联系实际的新经验”。殊不知这种做法，尤如庸医试

药，往往得不到理想的教育效果。 

3．行政、理论工作者缺乏“敏感性”，德育研究严重滞后于现实的发展 

当前，中小学德育研究中存在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某些行政和理论工作者缺乏对“即将出现”的

青少年问题的“敏感性”。李瑞环《辩证法随谈》（2007）题为“最大的问题是对问题缺乏警觉”：一

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忧患是没有忧患意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最大的问题

是对问题缺乏警觉。“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是一句老话，也是一个真理，我们应该牢记。当前在

青少年发展的研究与实践中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不少教育行政部门、研究部门关注的是“上级怎么想

的？”缺乏对社会发展可能对青少年带来的影响和冲击因素的思考，导致了理论、研究未能很好地引领

教育实践。问题如果抓不住，那就谈不上应用了。所以，导致理论滞后于教育实际工作发展需求，使中

小学德育工作常常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4．自主联合研究力量薄弱，缺乏本土化德育理论和引领 

德育是一项本土化的事业，国际化的过程确实是一个学习外来先进的文化进程，但并不是一个抹去

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传统美德的过程。所以，我们青少年德育的理论研究和建设，同样需要适应于国内

中小学德育自主化进行和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可惜的是我们目前这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够强，更多地处

于“生硬”地引用国外的理论和研究成果阶段。思考和研究上都跟不上，所以不可能来整合。其实一种

理论的发展无非通过两大途径：一是创新，二是整合。但是，对于如何站在社会发展大势的高度，去智

慧地认识、分析青少年发展，与时俱进地、本土化地整合和运用国内外已有的先进理论，还是大有空间

的。 

    

三、中小学德育理论的整合与应用 

    

在中小学德育的研究与实践领域中，青少年德育理论的研究、开发和应用明显滞后于青少年发展的



引导与教育的需求。因此，强化青少年发展理论的建设，是当前提高中小学德育实效性的重要任务。中

小学德育理论的研究重点不在于原创，而在于整合与应用现有的研究，开创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青少年

德育理论建设与发展之路。 

1．中观层面认真疏理国外先进理论，增强理论引领和应用的实效性 

所谓青少年德育理论研究的“中观层面”，特指中小学德育实践中的理论研究，其重心在于对德育

实践中理论引领、借鉴的研究。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力度的不断加大，越来越多的发达国家的青少年教育

理论被翻译、引入中国。这些理论和思想，给我国青少年德育的研究与实践，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

气”，对于加快我们青少年发展理论的研究和建构，是非常有利的。但是，由于“中观层面”缺乏对浩

繁的先进理论研究成果的疏理、导引，而基层的教师缺乏解决问题所必须的理论水平和能力，往往在理

论应用的针对性和实效性上难以有效甄别和整合。所以，基础教育研究的中观层面，应当积极做好相关

理论的疏理和应用研究工作，用多维的眼光来解读这些教育理论，为微观层面（即中小学德育和家庭教

育、社区教育等方面的实践）的研究提供解释性的引导，提出理论整合应用的多维可行性意见和建议，

真正做到对微观层面的科研引领和理论指导。 

2．针对现状，强调理论联系实际，积极探索研究本土化德育理论 

当前，信息科技的最大好处，在于某一最小的信息接收终端（即联网的个人计算机）上，鼠标一

点，立即就可以收到来自于全世界各地提供的最新研究和开发的成果，真正做到了信息的最快传递。但

是，也正因为这种信息“园地”的广袤和信息更新的快速，致使人们对于不断高速涌现的最新青少年德

育理论成果的实用价值，一下子难以做出恰如其分的判断。也就是说，面对大量理论或观点，处于实践

层面的青少年教育实施者，常常陷于无所适从、难以甄别的尴尬境地。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思

考，一种理论要在具体的教育实践中发挥应有的实效性，首先要做的是对这一理论的针对性进行深入的

思考和清晰的甄别，特别是对青少年德育理论“本土化”应用与发展的思考和研究，对于当前青少年德

育理论的建设是至关重要的。而陷入“理论汪洋”，不加甄别地盲目引用，则往往会变神奇为腐朽。所

以，当前我们青少年德育建设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正是应当站在实际需要的基础上，对众多的青少

年德育理论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疏理，有效汲取各家之长，再进行本土化建设的探索和研究，切实提高青

少年德育的实效性。 

3．关注现实问题，探究多元成因，制定系统性的德育操作法 

理论的现实作用在于其引领、解释和印证。中小学德育的任务是主动引导青少年根据社会发展要

求，培养良好的基础道德和品性，有效促进他们的社会化进程。中小学的德育理论建设的关键，更是在

于强调其对于实践的引领作用，增强实践的实效性。所以，对青少年德育基础理论的整合与研究的另一

项任务，那就是应当基于青少年发展中的自身问题和环境问题，进行有针对性的系统探索和研究。因

为，青少年发展中种种问题的产生原因是综合性的，即影响因素是多元的。那么对青少年发展理论的研

究与整合，也应当是综合性的，这就要求我们在进行这一层面的理论建设时，一定要站在不同的角度去

分析问题，研究这些问题的相互关系，并能形成比较系统的理论解说和对策思考。这样才能真正地以理

论为引领，探索并制定较为科学完整的青少年发展与教育的应对对策、途径和方法，从根本上提高青少

年教育的实效性。 

 

作者：盛天和（上海市教科院） 



  

版权所有 京ICP备05031004号  

地址：北京市西三环北路25号 邮编：100089  

编辑部：86-10-88422055 电子信箱：louke11@yahoo.com.cn 

[返回页首][关闭窗口]  

责任编辑：劳逊 

 

（原载《当代青年研究》2007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