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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原理》

前言

　　当您开始阅读本书时，人类已经迈人了21世纪。　　这是一个变幻难测的世纪，这是一个催人奋
进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替日新月异。希望、困惑、机遇、挑战，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出
现在每一个社会成员的生活之中。抓住机遇、寻求发展、迎接挑战、适应变化的制胜法宝就是学习一
依靠自己学习、终生学习。　　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
水平上倡导自学、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
学习的教材就是履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
握、了解新知识、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
习者学以致用、解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具有如此特点的书，我们虽然沿用了“教材”这个概
念，但它与那种仅供教师讲、学生听，教师不讲、学生不懂，以“教”为中心的教科书相比，已经在
内容安排、形式体例、行文风格等方面都大不相同了。希望读者对此有所了解，以便从一开始就树立
起依靠自己学习的坚定信念，不断探索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充分利用已有的知识基础和实际工作经
验，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潜能，以达到学习的目标。　　欢迎读者提出意见和建议。　　祝每一位
读者自学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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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原理》

内容概要

《德育原理》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组成部分的自学考试，其职责就是在高等教育这个水平上倡导自学、
鼓励自学、帮助自学、推动自学，为每一个自学者铺就成才之路。组织编写供读者学习的教材就是履
行这个职责的重要环节。毫无疑问，这种教材应当适合自学，应当有利于学习者掌握、了解新知识、
新信息，有利于学习者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实践能力、形成自学能力，也有利于学习者学以致用、解
决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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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萌芽阶段　　这是一个自发的德育经验和个别的德育思想形成的阶段。　　在原始社会，
德育只是人们自发实践和感知的对象，人们只有简单的德育实践经验。　　在奴隶社会，随着人们认
识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德育实践经验的丰富，人们提出和探讨何为教和教之所由兴废等问题，对德育
提出了许多看法，产生了最初的一些德育思想。如我国先秦的孔孟庄荀、儒墨道法等诸子百家的著作
和其他古籍中，古希腊的许多智者、哲人的著作和其他古籍中，包含着丰富的德育思想。不过，这时
对德育问题的研究是零散的、个别的，所形成的看法和思想带有明显的古朴性、融合性，亦即它是一
种经验性或记述性、描述性的，甚至带有一定的猜测性，理论性很差，并且是同哲学、政治、伦理、
文学思想融合在一起的，是散见于政治、哲学、伦理著作之中的。如《论语》和《理想国》，就分别
是孔子和柏拉图在论述政治、哲学、伦理学等问题的同时，对德育提出了各自的看法，内中包含着丰
富的德育思想。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很多思想家、教育家在其关于教育的著述、看法和思想中，
都包含有德育思想。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汉代《礼记》中的《大学》篇，全文不过1743个字，但提出了
包括“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的三纲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下”的八条目。八条目的前五项为修己，后三项为治人，然皆以修身为本。《大学》着重论述了修己
和治人的一致性，提出和建立了一套“内圣外王”的封建德育思想体系。朱熹著的《小学》、《童蒙
须知》，论述了小学阶段对15岁以下儿童、蒙童进行德育的问题，提出了小学德育重做事的思想，这
样就形成了小学重做事、大学重明理、小学和大学德育相衔接的比较完整的封建德育及其思想的体系
。　　在欧洲，中世纪的教育具有宗教性，德育也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甚至成为宗教思想道德教育
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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