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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德育论》

内容概要

《生活德育论》主要内容：生活德育是整体性、社会性、实践性、真实性、有效性德育，是对知性德
育的全面超越。知性的“现代德育并没有表现对个人整体生活与内含于整体生活的整体德性的关注”
。与此相对照，生活德育不但关注生活的整体性、德性的整体性，还关注德育的整体性，生活德育本
身就是一种整体性德育。生活德育所关注的在多个方面。首先，生活德育与整体性的生活血脉相连，
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而又回到生活，不是撇开生活“另立门户”割裂的德育。其次，生活德育
所培养的德性不是知性的德性，而是由知性之纬、情意之纬等多纬构成的，包含道德内容的德性，这
种德性由德行确认并体现在德行之中，是生活中的具体可感的德性。第三，生活德育的整体性还表现
在这种德育贯穿在人的所有生活之中，不是像传统德育那样在专门的课程与时间教授道德，而在另外
的课程与时间里对道德问题麻木不仁、漠不关心或自觉不自觉地于着违背道德的事情。生活德育要求
人过道德的生活，通过过道德的生活而学习道德。如前所述，生活是整体性的，生活德育所依托的生
活不是从空间上被肢解的生活，也不是从时间上被切断的生活，从学校教育的范围看，学校生活没有
真空，所有生活都与道德相关，都有德育意义；从人生历程的角度看，生活德育不但贯穿学校生活的
所有时段，而且超出这一时段向前向后延伸，是终身德育。最后，生活德育的整体性还表现在这种德
育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接受教育的德育，两者在生活交往中共同接受教育，两者都受“一套道德原
则”制约，不是那种受教育者接受教育而教育者超然于道德之外的“割裂的德育”。
知性德育蒸发掉了德育的社会性，使德育变成了一种基本上与社会关系无涉的智力或思维活动。事实
上，德性发展不是在个体抽象的道德知识学习或知性道德的思维探求下进行的，而是在人际关系背景
下通过交往、互动进行的。人际互动与交往既是德性发展的条件、背景，也是德性发展的动力和内在
因素。“交往是社会生活的开端，同时也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内容。”生活德育的提出就是为了克服知
性德育的“学术性”、“思维性”和人际封闭性，主张在人际关系背景里，通过人际互动与交往实现
德育现实性、人际性、多向性。社会关系有两个方面：“首先一面是他们（人与人）的相互作用的方
式，。他们之间相互涉及的言行；另一方面则是他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的概念，即相互之间的看法，
或指引他们行为的默契、策略和期待。”这两个方面都是德性形成与发展的必要条件，前一个方面也
是德性形成与发展的过程，因为人的道德发展不是孤立的现象，而是在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中实现
的；后一个方面，既是道德行为的前提条件，因为道德行为的选择离不开对他人的理解，也是德性获
得的过程本身，因为指引人们行为的“默契、策略和期待”本身就包含有道德的成份。总之，德性的
形成不可能是一个脱离社会关系的纯粹的个体认知过程，必然是一个社会过程。个体一出生就不是一
个自然的存在物，而是带有一定社会性的社会存在者。个体的人的生存与发展，包括德性的生成与发
展，是在已有的社会关系里，通过社会实践（包括社会交往实践）进行的。
道德的学习不是专门的“理论专修”所能实现的，因为“理论专修”只能学到僵死的道德教条；也不
是脱离生活“苦心修炼”道德能力所能实现的，因为脱离现实生活内容的道德能力是不存在的。知性
德育的根本缺陷就在于脱离现实的生活世界，用知性思维的方式进行认知式的、抽象的道德教育；缺
乏实践性。生活德育是在生活过程中通过过道德的生活而进行的德育，是实践性德育。生活德育的实
践性来自于生活的实践性，生活不能只是思，生活是需要过的，从平凡习俗。日用常识到以此为基础
的德育活动，都是实践性的。生活德育的实践性表现在其整个过程之中。如前所述，生活德育从生活
开始、在生活中进行、又回到生活，贯穿于生活实践的全过程。生活德育就是通过过道德的生活而学
习道德的德育，其发生、运行到一个阶段的完成都是在实践中进行的。道德不是空谈或可以旁观的事
件，道德的学习不能在事不关己的讨论和冷眼旁观中进行。德育主体必须在过道德的生活过程中，认
识社会与道德，体验道德生活，发展道德理性与道德感悟的能力，进而将自己的认识、体验、感悟化
在生活之中。生活德育就是这样一种连续不断的道德实践活动。在这种道德实践之中，不是没有道德
之思，只不过是道德实践中的道德之思。
思维德育用虚构的、抽象的、哲学的道德材料作为道德教育的依据，来培养抽象的、没有具体内容的
因而也是不真实的道德思维能力。生活德育所依据的材料来自于德育主体当下的真实生活，培养的也
是生活着的道德的人，是真实的德育。生活德育的真实性表现在多个方面。首先，生活德育的真实性
体现在其所生所长的生活是具体的、当下的、真实的，生活德育与德育主体真实的生活融为一体。其
次，生活德育的过程是具体的、可感、可触的，就在德育主体的每日的生活之中，德育主体在这种德
育过程中的认识、体验、感受、感悟都是真实的。第三，生活德育所借以进行的素材来自于德育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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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的生活，真实性无可质疑。当然，生活德育重视当下生活的素材，并不是排斥传统，排斥人类积
累的美德与规范，只是生活德育对传统美德与规范的学习不是通过书本来学习，而是通过生活来学习
，化在生活之中的传统美德比任何书本上的都要真实、都要丰富，第四，生活德育的真实性还表现在
其自然性上。生活德育是通过引导人过道德的生活而进行的德育，是自然的而非虚构的。那种为德育
而德育、表演性的德育、展览给别人看的德育与生活德育格格不入，生活德育是对生活过程加以引导
的自然的。真实的德育。最后，生活德育的真实性还体现在其效果是真实的。通过练习游泳而学会的
游泳是扎实的，通过过道德的生活而学会的道德同样是真实的。从生活中学习的道德是“德性之知”
，而不是“见闻之知”，是生活的结晶，是可以直接化为德行的真实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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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生活德育论》共分十章内容。主要针对道德与生活是什么关系，道德教育如何回归生活，回归
什么样的生活等这些问题，在理论上做了一番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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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道德是生活中的道德，道德离不开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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