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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生道德学习的自我监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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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学生道德学习的自我监控是指个体为实现自我发展和完善
,

不断对学习过程进行规划和调节
。

它包括自我监控认识
、

自我监控评价
、

自我监控体验和实际的自我监控四个成分
。

道德学习的自我监控重要性

表现在能动性
、

反馈性
、

调节性和自制性上
。

培养学生道德学习的自我监控能力策略有 : 提高自我意识水平和

认知能力
、

保证道德学习中思维和行动的自主
、

尽t 完善道德
“

图式
” 、

加强自我效能感
。

【关健词』 自我监控 ; 道德学习 ; 学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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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自我效能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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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是理性
、

义务
、

自律
、

公正
、

含辛茹苦甚

至自我牺牲
。

我们深知道德成长之难
,

因为道德具

有比其他人类文化现象更复杂
、

更难捉摸的特性
。

综观当今道德教育的研究
,

主要是教育方法
、

原

理
、

模式的探讨
,

而学生个体如何应对道德教育
、

如何在道德学习中监控
、

整合乃至组建自身的道德

体系等涉及学生道德学习能力的较少
。

学校道德教

育成效不理想
,

不仅仅是教育方法
、

内容的滞后
,

我们认为很大程度上与学生的道德学习能力被忽视

有关
。

研究学生道德学习的自我监控
,

在理论上有

助于科学揭示学生高级心理活动—自我意识对其

道德学习的控制调节作用
,

使我们从新的
、

动态的

角度去认识学生道德学习的实质
、

结构和发展规

律
。

建构主义认为学习不仅仅是一个知识的积累加

工的纯粹的认知过程
,

还是一个不断地 自我规划和

调节的监控过程
。

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自我监控是指

学生为了保证学习成功
、

提高学习效率
、

达到学习

目标
,

而在学习活动的全过程中
,

将自己正在进行

的学习活动作为意识对象
,

不断对其进行积极而自

觉地监控和调节过程
。

包括
:

制定计划
、

实际控

制
、

检查结果
、

采取补救措施等具体环节〔
’] 。

学生

对自身的认识和有效监控体现 自觉性特征
。

道德学习
,

不仅是道德知识的更新
、

道德情感

的感化
,

更是道德信念的践行
。

道德学习的自我监

控是指个体不断对学习过程进行规划和调节的过

程
。

道德教育促进学生的发展和完普
,

但其实现要

靠学生
。

类似的社会环境
,

相近的教化内容与方

法
,

在不同的对象上成效可能完全不同
,

这里除了

个体原有的道德水平差异
、

学习态度外
,

就涉及到

个体学习能力
,

特别是自我监控能力上
。

道德自我

监控包括自我监控认识
、

自我监控评价
、

自我监控

体验和实际的自我监控四个成分
。

1
.

自我监拉认识指学生对学习主体 (自身道

德状况
、 “

理想自我
”

) 的认识
,

对学习材料 (社会

给予的道德教育) 与任务 (自我完善以求与社会的

共同发展 ) 的认识
、

对学习策略 (如参加社会义

工 ) 的认识等等
。

学生对自身道德品质的感知是个

体对自身
“

道德图式
”

(即以综合形态表征着个体

所达到的道德境界) 进行总结性判断和评估 (即自

我道德评价) 的基础和前提
。

对
“

理想自我
”

的认

识
,

也是学生道德学习监控认识的一个方面
。

这种
‘

理想
’

化的自我
,

一旦在个体思想意识成为必需
,

就会对个体产生巨大且持久的推动力
,

使道德学习

成为需要
。

对学习材料与任务的认同
,

最终推动学

习的实现
。

比如有些学生也意识到自身理论水平的

缺乏
,

也希望自己
“

有点精神
” ,

却一味认为提供

给他的马克思
、

列宁
、

毛泽东的著作
“

假
、

大
、

空
” ,

学习目标
“

高
、

大
、

全
” ,

对加强马列主义
、

毛泽东思想修养就会抗拒
。

对学习策略正确的认识

能使学生在道德学习活动中更主动
。

如果某个学生

非常赞同社会实践中锻造自己的品格的话
,

就会对

活动予以积极的准备
,

认真完成活动并事后不断地

从中吸取滋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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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自我监控评价是学生对道德学习活动的反

思
,

是保证道德学习活动顺利进行的 自我调控机

制
,

是为了提高道德学习成效
、

进行更好的调节控

制而进行的
,

它是衡1 学生道德学习能力高低的重

要指标之一
。

监控评价包括道德学习过程评价和道

德学习结果评价
。

(l) 从学习的全过程来说
,

应包

括对学习活动开始之前
、

过程之中
、

活动结束之后

三个阶段的自我评价
。

如在学习活动展开过程中
,

学生应对自己的意识
、

方法和执行情况做出评价
。

(2) 从学习的结果来说
,

学习者对学习活动进行价

值判断
。

学校德育是要帮助学生形成新的
、

与自我

完善更接近的
“

道德图式
” 。

学生对自己的道德成

长进行自我评价时
,

应考虑自己通过道德学习活

动
,

是否构建新的
“

图式
” ,

它们与预期目标是否

吻合
。

评价不仅仅看我们简单地积累了多少道德知

识
,

而是要评价是否做到了对道德知识的建构
,

是

否发展了个人智慧
。

换句话说
,

就是看他通过学

习
,

是否把人类的道德文明转化为个体的智慧
,

给

自己的生活提供价值和理智的方向
。

3
.

自我监控体脸是伴随道德学习活动而产生

的认知体脸与情感体脸
,

包括知的体脸 (感到自己

对人生价值
、

生活意义 了解得更清楚) 和不知的体

脸 (感到 自己对此更加迷茫 )
。

20 多年前 《中国青

年报》转载了
“

潘晓来信
”

提出的关于
“

人生的

路
,

为何越走越窄
”

的
“

天问
” ,

激起青年一代
“

伤痕人
”

的迷惘共鸣
,

引发了社会一场持久
、

深

人的人生观大讨论
。

在讨论中
,

个体的
“

主义
”

和
“

理想
”

遭到了
“

拷问
” ,

是
“

同流合污
”

还是坚持
“

崇高
” ,

个体对此的认识有的更坚定了
,

有的更迷

茫了
。

4
.

实际的 自我监拉指学生以 自己正在进行的

道德学习活动作为意识的对象
,

对其进行一系列监

甘
、

控制 和调节
。

制定计划
、

执行控制
、

检查结

果
、

采取补救措施等都是实际的自我监控的表现
。

以学生参加扶贫帮教活动为例
:
在活动之前

,

学生

可能会希望活动使自己更有道德敏感性
、

同情心
,

更关注他人的疾苦
,

社会责任感会加强 ; 在活动中

就会对自己追求名利的想法
、

不耐烦的举动加以控

制 ; 活动结束后
,

会对照自己这方面的品质
,

如果

发现自己有所欠缺
,

会有意识地加强
。

1
.

能动性 自我监控的关键在于管理和调控

整个学习过程
,

学生在道德学习活动前进行计划
、

在学习过程进行监察
,

学习结束后对结果进行评

价
,

即对学习进行全程监控
。

高自我监控水平的学

生能依据自己已有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发展水平
,

根

据学习的任务和要求
,

结合个性特点和价值理念
,

就自我品格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

提出发展的方向和

行动方案
,

在学习中努力克服困难
、

排除干扰
,

保

证学习顺利进行
。

并在学习之后努力进行自我检

查
,

发现不足就会采取一定的补救措施
,

力臻自我

完善目标的实现
。

这一切都是学生主体能动性在学

习活动中的具体表现
。

2
.

反债性 自我监控的反馈性特征表现为
:

在学习中
,

学生不断地去获取活动系统各要素变化

情况的有关信息
,

审视和检查学习的过程和学习活

动的效果
,

并据此及时调节学习活动的各个方面和

环节 ; 在具体一轮的道德学习结束后
,

学生对学习

过程
、

策略
、

效果及自己学习能力的评估和反馈
,

由于学生对学习活动进行监控的实质是相同的
,

因

此
,

在道德任一学习活动中的学习自我监控具有广

泛的迁移性
,

即他们自觉或不 自觉地迁移学习监控

技巧
。

3
.

调节性 在道德学习中
,

学习能力强的学

生会根据变化不断调整自己的状态
。

诸如学习过程

中学习目标的确立
、

学习的努力程度
、

学习策略的

选择
、

学习步骤的安排
、

学习计划的执行
、

学习效

果的检查和分析
、

补救措施的采取等
,

实质上都是

学生根据获取的有关信息
、

已有的知识经验对道德

学习活动进行系列的调节
。

这个过程体现个体对自

己进行认识分析
、

感悟激励
、

实践修正的调节性特

征
。

4
.

自制性 道德成长是一个意志努力过程
。

因为当人意识到自己个体性的感性生存与群体社会

性的理性要求处于尖锐矛盾时
,

是要通过意志努

力
,

放弃或牺牲一己之利益
,

服从群体的义务
、

要

求或利益的
。

在这一过程中
,

肯定会遇到困难
,

望

而却步是完全可能的
。

道德学习过程就充分体现了

个体的自制力
。

自我监控在学生道德成长中的重要作用是它所

其有的特征所决定的
。

参照以前有关学习自我监控

的研究ta1
,

我们认为有以下几点
:

学生道德学习的自我监控能力与多种因素相

关
,

有效地培养学生的自我监控能力
,

能让学生在

道德成长路上少走弯路
。

1
.

提高学生 自我意识水平和认知能力
。

自我

意识的发展
,

理想自我与现实自我的分化
,

是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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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

加强学生道德学习的自我效能感
。

自我效

能感 (几欢ived Se lf- e价Ca 俘 or

~
of se lf- effi 。记y)

是指人们对自己实现特定领域行为目标所需能力的

信心或信念
。

自我效能感是 Ban dUra l盯7 年[’J 提出

的
,

他认为
,

人们对其能力的判断在其自我调节系

统中起主要作用
。

参照以往有关自我效能感的研

究[5J
,

在道德学习中学生的自我效能感作用在于
:

首先
,

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在道德学习中的行为选

择
。

其次
,

效能判断决定着学生道德学习的自制程

度
。

第三
,

自我效能感影响学生的思维模式和情感

反应模式
。

自我效能感低的学生与环境作用时
,

会

过多想到个人不足
,

并将潜在的困难看得比实际上

更严重
。

这种思想会使其将更多注意力转向可能的

失败和不利的后果
,

而不是如何有效地运用其能力

实现目标
。

至于如何加强学生道德学习 自我效能

感
,

将另文讨论
。

道德具有很强的社会教化的特点
,

道德学习的

自我监控折射了学生对道德学习活动的认识
、

评

价
、

体验和控制
,

它的存在有利于学生加强道德体

验
,

提高道德判断力
,

激发道德情感
,

形成良好的

道德行为和习惯
,

也使学生终身道德学习成为可

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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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能力是个体

对外界事物的认识
、

判断
、

评价的能力
。

它在学生

道德学习中起导航作用
。

认知能力的高低与身心发

展
、

实践经验
、

知识水平
、

思维能力
、

信息储量等

因素密切相关
。

提高学生认知能力很重要的策略是

鼓励学生修身践行
。

生活是道德成长的土壤
,

离开

了生活
,

道德成长是无法进行
“

无土栽培
”

的
。

让

生活成为道德最重要的老师
,

让学生体验生活
、

感

悟生活
,

因为体验是认知内化的催化剂
。

2
.

保证学生在道德学习中思维和行动的自主
。

坚持让学生自己独立思考
,

强调对思维过程进行检

验和反思
。

这就要求学校的道德教育不能以灌输概

念和训练学生如何遵守为内容
,

要千方百计地让学

生理解教育的真实意图
,

要让学生在道德教育中处

于主体地位
,

给予更多的自由和空间
。

学校 (教

师 ) 应从传统的主角
、

决策者
、

权威转向
“

平等中

的首席
” ,

成为一个对学生的道德成长进行方向引

导
、

目标确立
、

信息供应
、

方法介绍和行为敦促的

顾问
、

一个帮助发现问题
,

提供解决问题的多个可

能方案而不是提供现成真理或唯一答案的人
。 “

道

德是在情境中生成建构的
’

,[s ]
,

我们的道德教育要

让学生在实际生活中直面冲突
,

权衡利弊
、

自主抉

择
,

最终发现道德因其体现了
“

理性和人类价值
”

所必需的真谛
,

积极促使道德教育这个对人类价值

加以
“

说明和维护
”

的活动成为可能
。

3
.

尽圣完善学生的道德
“

图式
” 。

图式是个体

已有的道德结构
,

是道德学习的个体道德基础
。

道

德目标是有层次的
,

有人依次分为
“

公德
” 、 “

美

德
’ 、 “

圣德
” [’J ,

认为公德是一个具有普遍涵盖性

和平等适度性的社会伦理体系
,

而圣德是道德的最

高境界
。

与此相对应的学生的道德成长是连续的呈

螺旋式上升的
,

一个道德学习过程的完结意味着新

的学习过程的开始
。

而在学习过程中
,

个体只有把

新刺激与已有相关的道德知识体系结合起来
,

新一

轮的道德学习才成为可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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