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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课堂》

前言

　　我们正在探索从“为功利所困的‘失真’教育回归到‘本真’的教育”，“本真的教育是一种既
教人怎样生存，又导人以为何而生存的教育”。（鲁洁：《道德教育的当代论域》158页，人民出版社
，2005年版）　　失真的教育往往使我们与培养目标背道而驰，往往违背人的生存本性与价值追求。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我们干着愚蠢的事业，却当作伟大的事业而自喜。卢森堡曾经说过这样一段深
情而又深刻的话：“一个匆忙赶往伟大事业的人没心没肝地撞倒一个孩子是一件罪行。”（转引自王
啸：《教育入学——当代教育学的入学路向9396页，江苏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说得真好！这种失
真的教育其实是不道德的，是一种罪行。　　我们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没心没肝的人，当然也不愿意
做没心没肝的人，但是，事实就是这么无情。因为，我们的“心肝”被不道德、伪道德所玷污了，被
功利主义和工具理性以及“缩减了的生活漩涡”（昆德拉语）所占据了。当下，我们正面临着道德的
断裂及虚无，面临着深刻的道德危机与另一种陷阱。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邗江中学鲜明地提出：过有
道德的课堂生活，构建道德课堂。这几乎是一种呐喊，振聋发聩。探索和追求本真的教育，是一项极
具价值和特点的研究。　　道德课堂的价值究竟在哪里？第一，它揭示了教育的本质。杜威说：“道
德意味着行为意义的增长，至少它意味着这样一种意义的扩展⋯⋯在道德这个词的最宽泛的意义上说
，道德即教育。”倘若，课堂教学缺乏行为意义的增长，缺乏道德感，也就失却了方向感，就不能算
是一种教育，至少不能算是真正的教育。第二，它点明了教育的目的。赫尔巴特认为：“道德普遍地
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倘若，课堂教学只关注知识和技能，便缺失了教
育的最高目的，结果必然是知识胜利了，技能胜利了，道德却丧失了，人却失败了。第三，它提出了
教学伦理这一重大命题。教育教学应是充满道德的，但用不道德的方式展开，便丧失了教学伦理。道
德课堂正是用道德的方式让教学闪耀人性之光，高悬道德之镜。第四，它关注着间接德育。如果所有
学科教学中都渗透着道德教育，都在默默地、自然地陶冶学生的心灵，都在丰富着学生的生活意义，
都在提升着学生的精神价值，那么，这种间接德育必然会改变德育针对性、实效性不强的状况。从这
一点上说，学科教师首先是进行德育的教师。如此看来，我们完全可以作这样的判断：道德课堂的研
究与实践抵及教育及课堂教学的本质，针对教育的现实，引领着教育改革、课程改革的方向，有深度
，有分量。我们当为之而鼓舞。　　邗江中学的研究的成功还表现在对道德课堂的解释，而解释又如
此简明，如此深刻：“道德课堂就是让教育者用道德的方式去从事教育教学，并让师生从课堂生活中
得到愉快、幸福与满足；得到自我的充分发展与自由；得到唯独人才有的一种最高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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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道德课堂:抵及新课程理念下大课堂的构建》为全国“十五”重点规划课题“过有道德的课堂生活—
—基于新课程理念的课堂范式的研究”成果之一，介绍了道德课堂这项极具价值和特点的高质量的校
本研究。有道德的学校教育，应该是全面质量的教育：它包括“学习性质量——为学生终身学习奠基
；发展性质量——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生命性质量——为学生终身幸福奠基”三个方面。有道德的
学校教育，应该着力优化教室课堂，全面开放校园课堂，切实延伸社区课堂，让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人
、生活的主人、精神的主人。学校的一切教育活动必须贴近学生实际，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把
课堂还给学生，让课堂焕发生命的活力；把班级还给学生，让班级充满成长的气息；把校园还给学生
，构筑学生生命发展的新时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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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中学阶段是青少年接受基础教育、形成生态道德意识的重要时期，学校可通过生物教学为载体，
教育学生用正确的观点看待自然环境，真正认识到人与自然是一种相互依存、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
关系，尊重自然的固有价值，实现人与自然和谐统一。使每一名学生都能用正确的生态观点看待自然
，认识环境；懂得自然并非为人的生存而存在，自然界中各事物的有用性，不能仅仅以人的需求取向
为依据，它可能对人类并无直接价值，但却对自然系统本身，尤其是生态系统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重要
的稳定作用，人类必须尊重自然的这种固有价值，使之成为人类价值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让青年学
生真正认识到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需要珍惜和保护。还可以通过语文、历史等
教学过程，帮助学生了解我国古代哲学关于“天人合一”、“天道生生”和“仁爱万物”、“道法自
然”和“尊道贵德”、“圣人之虑天下莫贵于生”和“与天地相参”等有关古老的生态道德思想，以
及与生态有关的美文、史实的学习，形成正确的生态美学、生态历史观念，加深对生态道德内容的理
解，从而形成正确的生态道德观念。　　三、理解生态道德的丰富内涵　　21世纪时代的发展又赋予
生态道德意识新的内涵。生态道德意识新内涵应包含促进人与人之间、人与自然之间、可持续发展与
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互利共生、协同进化和发展，任何忽视环境保护的社会发展和放弃社会发展的环
境保护都不是生态道德意识的应有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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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全国“十五”重点规划课题，“过有道德的课堂生活——基于新课程理念的课堂范式的研究”成
果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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