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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学研究》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提出当代道德同一性的时代背景，并系统梳理
了道德同一性的相关理论及研究脉络；第二部分系统阐明了道德同一性的概念、结构与成分以及道德
同一性的形成背景：第三部分为道德同一性的机制分析与实证研究；第四部分是有关道德同一性的建
构。《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学研究》适合从事道德教育和心理教育的人员阅读，也可作为学校德育心理
学的参考读物。
自我认同已经成当代社会生活中一个极为重要的话题。道德同一性，即道德自我同一性，或称道德自
我认同感。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心理现象，道德同一性是影响青少年道德行为目标、道德选择的重要
因素。在西方，道德同一性经过道德教育心理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短短二十年的探索，其研究领域已
经形成一些可供借鉴的实验范式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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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 外环境的影响    一、社会机构与背景    二、道德同一性的重要过渡客体    三、道德机会的影响第六
章 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实证研究  第一节 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问卷修订    一、关于道德同一性的操作
性定义    二、对象与方法    三、结果分析    四、小结  第二节 青少年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发展特点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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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引论　　人生旅行在很大程度上是寻找道德和精神方向的历程。　　——威廉·贝内特
　　第一节　时代背景：当代道德认同的危机　　在当今，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信息化的时代，快速多
变、视域宽广的时代特点使青少年的生活空问正在发生剧烈的变化，许多传统的道德价值观念被他们
打破，他们的许多新道德价值观念却又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包括家庭、同伴、网络传媒与社会
环境的影响。对于青少年而言，生活在今天复杂的多元文化环境中，什么是对、什么是错经常会产生
变化，在道德和自我同一性方面的问题常常纠缠不清，使青少年在道德上陷入危机之中。因此，青少
年自我同一性中的道德自我认同危机在今日中国乃至世界的社会中越发突出，对青少年建构道德自我
意识和自我同一性提出了特别重要的挑战。笔者认为，在这种复杂的文化环境下如何超越传统的道德
教育，关注自我同一性在道德教育中的地位已经成为一个亟待研究的课题。　　在当前我国学校德育
研究中，人们关注最多的是德育体制改革及德育理论的探讨，但却常常忽视了：我们教育的对象是一
个个活生生的有思想有感情的生命个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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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德育心理学丛书：道德同一性的心理学研究》从当代道德认同的危机的时代背景，道德同一性
的人性论思考的理论背景等讲起，对道德同一性的理论进行了回溯与展望，进而介绍了道德同一性的
概念、结构与成分，道德同一性的形成与发展，对道德同一性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对青少年道德
同一性的实证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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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比较专业的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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