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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道德教育的接受机制

胡龙华
(江 西理工大学 文法学院

,

江西 鞍州 抖1以1〕)

〔摘 要〕 在开展道德教育过程中
,

受教育者对道德教育内容的接受程度主要取决于道德接受机制
。

道

德接受机制主要应包括接受的动力机制
、

目标机制
、

保障机制和环境机制
,

其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共同制约着

道德接受活动
,

影响着道德教育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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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大学生开展道德教育
,

其教育的内容能够在多大程

度上被转化到大学生的道德品质中去
,

主要取决于某种作

用机制
,

这个机制就是
“

接受
” ,

正是有了道德接受机制这

个中介
,

才使得反映社会道德关系和道德要求的社会道德

准则
、

道德规范能够为学生所认识
、

理解
、

接受
,

并进而

转化为道德品质
。

因此
,

要提高对大学生道德教育的效果
,

就必须研究道德教育的接受机制
。

从宏观整体的角度来看
,

接受机制就是研究接受活动

从起点到终点的各环节之间相互联系
、

相互作用和相互制

约的方式
。

具体来说
,

接受者为什么要接受
,

即动力何在 ;

接受的标准是什么
,

如何评价其接受情况 ; 接受的条件和

环境怎样 ; 接受有无保障体系作为支撑以及接受的效果呈

现程度等
。

它具体可划分为四个相互联系的方面
,

即
:

道

德接受的动力机制 ; 道德接受的目标机制 ; 道德接受的保

障机制 ; 道德接受的环境机制等
。

一
、

道德接受的动力机制

动力是指推动事物运动发展的力量
。

道德教育研究动

力就是要解决教育对象
“

为什么
”

发展变化的原因
。

按照

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事物发展内外因说
,

结合道德教育实

际
,

大学生接受道德教育的动力也应该包括两个方面
,

即
:

内在动力和外在动力
,

内在动力就是大学生有提高自身道

德素质的内在 自觉 ; 外在动力就是社会和学校对大学生思

想道德方面的要求
。

只有发挥外在动力的推动作用
,

挖掘

内在潜力
,

才能使接受活动收到良好效果
。

关于道德教育接受的外在动力
。

道德作为保障社会健

康有序运行的重要条件
,

具有重要作用
,

但其社会功能和

作用的发挥又取决于社会成员的道德素质和水平
。

因此
,

开展对社会成员
,

尤其是其重要组成部分的大学生的道德

教育
,

培养其良好的道德品质
,

不仅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

内在需要
,

也是社会对其的期望和要求
。

首先
,

道德接受的外在动力来自于社会需要
。

道德在

社会运行中具有重要作用
。

古代孟子曾以
“

三代之得天下

也以仁
,

其失天下也以不仁
,

国之所以兴废亡者亦然
”仁’]说

明道德之功用
,

尽管孟子这种
“

道德决定论
”

是不对的
,

但道德对维护阶级统治
,

调节社会关系
,

保持社会生活稳

定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

道德不仅调节作用大
,

而且调节

范围广
,

因此
,

每一个时代每一个社会都非常重视道德建

设
,

通过制定道德规范
,

开展道德教育
,

进行道德引导
,

以期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按照本阶级的道德原则和道德

规范
,

约束自己的行为
,

达到道德自觉
,

从而确保社会按

一定的道德秩序运行
。

正因如此
,

我们党也把以德治国作

为治国的基本方略加以重视
,

江泽民同志指出
: “

要坚持不

懈地加强社会主义的法制建设
,

依法治国
,

同时也要坚持

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
,

以德治国
。

对一个国家的

治理来说
,

法治和德治
,

从来都是相辅相成
,

相互促进的
,

二者缺一不可
,

也不可偏废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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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

接受的外在动力在高校还集中体现为学校对每

个学生的具体要求上
,

学校不仅要把有理想
、

有道德
、

有

文化
、

有纪律的
“
四有

”

新人作为教育的目标
,

而且要把

这种培养目标体现在教育实践中
,

开展多样性的道德教育
,

提出道德要求
。

如
,

大学在教学计划中都设里了
“

大学生

思想品德修养
”

课程作为每位学生的必修课
,

不少学校还

开设了诸如
“

现代伦理学
” 、 “

中国传统道德教育
”

等选修

课程
,

同时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师生的行为规范中也都有

对教师的师德以及学生的道德品德和行为规范的规定
,

所

有学校在学生考核和评先评优中都把思想道德表现作为专

门的内容加以考核
,

其目的就是通过这种
“

外在的
”

动力
,

使学生受到良好的道德教育和道德熏陶
,

从而树立起正确

的道德观
,

进而达到
“
四有

”

新人的培养目标
。

当前
,

我国社会正处在经济
、

社会转型时期
,

人们的

价值观
、

道德观也处在剧烈的变化之中
,

旧的道德观念开

始动摇
,

而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新的道德观念尚

未建立 ; 对外开放
,

西方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和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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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机而人
,

自由主义
、

享乐主义
、

性解放等思潮不断冲击

着青年人的思想 ; 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导致拜金主义膨胀
,

见利忘义
、

损公肥私时有发生
,

不讲信用
,

欺骗欺诈成为

社会公害
,

一些人道德失范
,

社会上 出现了
“

道德滑坡

论
” 。

在这种形势下
,

只有加大德育的力度
,

通过强化大学

生接受道德教育的外部动力
,

才能保持大学生思想道德的

纯洁性
,

才能保证大学培养 目标的顺利实现
。

道德接受的外在动力固然重要
,

但其重要性的发挥还

必须通过内在动力才能起作用
。

道德接受的内在动力主要

来自于接受主体自身生存发展和 自我完善的需要
。

心理学

认为
,

在人的心理结构中
,

需要处于核心和主导地位
,

它

是个性心理特征的基础
,

更是人的行为的直接动力
。

道德

行为既归因于接受者的道德认识
,

更归因于接受者的需要
,

没有受教育者的道德需要
,

就不会有 自觉
、

主动的道德行

为
。

忽视受教育者道德需要的道德教育
,

实际上就是
“

没

有受教育者的德育
” ; 不要主体活动动力源泉的道德教育

,

实质上是道德
“

外炼论
” 。

因此
,

在开展大学生道德教育的

时候
,

必须把教育对象的需要作为突破口
,

首先要搞清楚

大学生当前有哪些道德方面的需要
,

哪些需要是正确的
、

合理的
,

哪些需要是不合理
、

不健康的
,

哪些需要通过正

常渠道可以实现
,

哪些是不能满足的
,

需要引导大学生加

以忍耐和克服的
,

从而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支持和尽可能地

满足大学生的合理需要
,

丰富和发展他们的健康需要
,

疏

导和转化他们的不合理需要
,

在不断满足其基本需要的基

础上
,

传授社会道德规范
,

引导其参与道德实践
,

逐步实

现个体对社会道德的认同和需要
,

从而将社会道德升华为

个体的道德品质
。

过去
,

有些人在开展道德教育时
,

不知

道个体需要在德育中的地位和作用
,

因而忽视被教育者的

需要
,

而只顾自己一味地灌输
,

其结果收效甚微
。

可见
,

道德接受既取决于外在社会动力的推动
,

更重要的是道德

教育内容要符合大学生的内在需要
,

内在需要才是其自觉

自愿接受的根本动力
。

这类人往往对社会倡导的主流价值观
、

道德观很容易产生

认同
,

在现实生活中就能够较好地处理与社会与他人的关

系
,

从而表现出正直
、

诚实
、

自尊
、

谦虚
、

节制
、

慎独
、

知耻等优秀道德品质 ; 反之
,

若接受者没有正确的世界观

与人生观
,

则必然以邻为壑
,

争名于人
,

争利于市
,

或追

求感官快乐
、

游戏人生
、

道德堕落
。

因此
,

在开展对大学

生道德教育的同时也必须加强对大学生的政治教育和思想

教育
,

从而为道德教育提供良好的思想基础
。

道德接受的外在导向系统则是以社会主导价值为核心

的观念体系
,

它包括社会基本价值 目标和价值取 向
,

它体

现社会整体利益的价值取向
。

在阶级社会里
,

统治阶级为

了维护统治
,

总是要借助道德的力量治理国家
,

即所谓
“

德治
” ,

在行动上表现为极力将反映本阶级意志的价值取

向变成整个社会的价值导向
,

并通过建立其道德体系
,

开

展道德教育
,

利用社会舆论监督等倡导和促使人们践行该

阶级的道德要求
,

从而将其变成社会的主流道德
。

在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也非常重视这种
“

德治
” ,

不仅建立起了以为

人民服务为核心
,

以集体主义为原则
,

以
“

五爱
”

为基本

要求的道德体系
,

还提出了
“

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 ,

这些无

疑已成为我国社会的主流道德价值导向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当今社会
,

由于经济成分和利益主体多元化
,

不可避免

地导致社会成员个体的道德价值取向多元化
,

因此
,

在道

德建设的实践中就要求我们必须正确处理好个体多元价值

取向与社会一元价值导 向的关系
,

在多样的道德关系中
,

选择和升华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道德准则
,

从而确保道德接

受的外在导向正确有力
。

由此可以看出
,

道德接受活动中
,

接受 目标的确定主

要是接受主体的个体价值取向和社会的外在价值导向两方

面相互作用的结果
,

其中
,

主体内在的价值追求直接影响

和决定接受目标
,

而外在的社会价值导向则是通过社会舆

论
、

社会意识所形成的精神压力
,

间接地影响和制约接受

目标
。

二
、

道德接受的目标机制 三
、

道德接受的保障机制

解决了道德接受的动力问题之后
,

就必须解决道德接

受活动的目标与方向问题
。

一般来说
,

道德接受的方向由

以主体的个体道德价值为核心的内在导向系统和以社会的

主导价值为核心的外在导向系统共同确定
。

关于道德接受的内在导向系统
。

从道德接受的定义中

可以看出
,

道德接受是一种认识关系
,

也是一种价值关系
,

即接受主体对传授内容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
。

如果接受

主体对传播的道德教育信息有价值认同
,

则从接受心理上

就表现为积极的接受
,

这样的接受效果就会好
,

反之
,

若

接受者认为传播的道德信息对 自己是无价值或负价值的
,

则必然表现为排斥和拒绝接受
。

但是
,

接受者的这种价值

认同又同其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
、

道德观
、

利益观
、

真理观
、

历史观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

一般说来
,

当一个人

有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

其对人生 目的和意义的理解
、

对人生价值的评价和人生 目标的追求往往表现为积极向上
,

从影响道德教育活动的条件来看
,

要使道德教育的内

容能被受教育者接受
,

主要应从接受者自身和道德教育活

动本身来考虑
。

一方面作为受教育者的大学生要乐于学习
,

勤于践行
,

自觉修德 ; 另一方面
,

教育活动也必须导向正

确
、

观点鲜明
,

并有必要的教育人员和相应的制度保障
。

因此
,

道德接受的保障机制应主要包括以道德接受活动主

体良心为核心的内在保证系统
,

即 自律机制
,

和以社会道

德教育
、

社会道德评价为核心的外在保证系统
,

即他律机

制
,

包括社会评价机制和制度约束机制等共同组成
。

所谓
“

自律机制
” ,

就是充分肯定任何个体都具有积极

向上和向善的潜力及可能性
,

在这里
,

良心特别是社会化

了的良心是实现对接受活动监督
、

调控和完善的最重要因

素
。

从本质上说
,

良心是人们对他人和社会履行义务的道

德责任感和自我评价能力
,

是一种被人们自觉意识到并隐

藏于内心深处的使命
、

职责和任务
,

它表现为一种高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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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追求
,

一种纯粹的完善人格
,

一种高度的责任感和义

务感
,

一种自觉自愿的献身精神
。

正是 由于良心的这种无

所不在的内心道德
“

律令
” ,

指导着
、

规范着
、

监督着人们

的行动
。

在行为之前
,

良心对行为的动机进行选择
,

确立

符合道德要求的正确行为动机
,

抑制或否定不符合道德要

求的行为动机
,

在严肃的思考和权衡中慎重选择 ; 在行为

中
,

良心对人的情感
、

意志
、

信念以及行为方式和手段进

行监督
,

激励和强化积极的行为
,

纠正和克服不道德的欲

念和冲动
,

所谓
“

良心的发现
” ,

正是良心的监督作用的结

果 ; 而在行为之后
,

良心又对行为的后果和影响进行评价
,

对良好后果和影响的行为感到满意和欣慰
,

而对没有履行

道德义务的行为进行 自我谴责
,

感到内疚
、

惭愧和悔恨
,

以至于陷入痛苦之中
。

所谓社会评价机制
,

就是人们在道德接受过程中会受

到来 自社会的舆论约束
,

这种约束就是道德评价 的作用
。

社会道德评价是社会中的人们根据一定的道德标准对个体

的思想和行为表明褒贬态度的道德活动
,

通过社会道德评

价在一定范围形成某种道德舆论场
,

接受教育者生活在这

样的环境中
,

接受着道德评判
。

当自己的行为受到社会肯

定评价时
,

说明自己 的思想和行为得到了社会认同
,

从而

产生愉悦感 ; 而当自己的行为受到否定性评价时
,

则说明

自己的思想和行为遭到了非议
,

引起了舆论不满
,

这会给

自己带来心理压力
,

这时
,

驱利避害的本性就会驱使 自己

不得不对自身行为进行适当的调适
,

以适合社会的道德要

求
,

正是社会评价机制使得道德接受者始终处于某种
“

约

束
”

之中
,

在评价这种
“

强制力
”

作用下接受道德
,

摒弃

恶行
。

所谓约束机制则是将接受从纯粹个体的活动变成社会

化的行为的中介
,

它通过相应的制度
、

公约或措施使接受

成为可见
、

可行
、

可控的社会活动
。

因此
,

从道德约束这

个角度来说
,

要加强道德建设首要的就是要建立道德规范
,

如为了加强公民道德教育
,

就必须制定公民基本道德规范
,

又如为了加强行业道德建设
,

也必须制定本行业的职业操

守规定
,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
,

相对于社会评价机制来说
,

约束机制更带有
“

刚性
” ,

但其约束的内容往往更侧重于社

会公德或最基本的道德规范和基本的道德要求
。

道德接受环境的营造
,

从高校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
,

即学校的内部环境和学校的外部环境
,

而学校的内部环境

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

首先
,

要创造有利于道德接受的内部环境
。

影响道德

接受的内部环境因素很多
,

除开展道德教育和进行奖惩外
,

还有两个方面的重要环境因素
,

一是教育者要注重身教
,

古语曰
:
正人先正己

,

己不正焉能正人
。

作为教育者的教

师不但是道德知识的传授者
,

也应该成为道德行为的示范

者
,

作为道德接受者的大学生不但会看教师如何
“

讲
” ,

而

且会模仿教师怎样
“

做
” 。

如果教育者自己言行一致
,

那么

接受者就会对所接受的道德知识产生认同感
,

并在行动上

自觉自愿地践行这种道德 ; 反之
,

如果作为接受者的大学

生认为教师把自己不愿做的事情让学生去做
,

那么这种道

德接受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

由此可见
,

环境影响的机理就

是强化或弱化道德教育内容的可信度
。

二是要树立榜样
。

由于人惯于模仿的本性决定了
“

人只能用人来建树
” ,

因

此
,

将某些品德高尚的人树为道德榜样
,

以引导受教育者

模仿
、

学习
,

使受教育者的品德与榜样的品德接近
、

相似
、

相同
,

是一种很好的教育环境
。

值得注意的是
,

在树立榜

样时应注意树立身边的榜样
,

这样可以让人们感到可亲
、

可近
、

可学
,

从而消除道德教育接受中
“

高不可攀
”

的心

理
。

环境影响道德接受的另一方式是道德移情
。

所谓道德

移情是人们通过特定的审美活动进行修身养德的一种道德

接受方式
,

它往往以物为师
,

从中极德
。

[3j 如参观历史纪念

馆
,

看到革命先辈留下的遗物
,

睹物思人
,

从遗物中折射

出的崇高风范会给参观者以极大的心灵震撼
,

从而不 自觉

地接受了某种道德
。

因此
,

这些先贤遗物
、

英模足迹
、

历

史名胜等蕴藏着崇高
、

凝聚着德性的历史都是很好的道德

教育资源
,

社会及学校都要充分利用这些教育资源开展道

德教育
,

如免费开放纪念馆
、

展览馆
,

组织学生游览历史

名胜
,

参观革命遗址
。

从而变文物为人品
,

变环境为风范
,

变名胜为名言
,

变旅游为道德教育
,

在潜移默化中提高道

德教育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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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

道德接受的环境机制

人的任何活动都要受其生活的环境影响
,

道德教育的

接受活动也不例外
,

好的道德教育环境有利于道德接受
,

不好的道德教育环境则会对道德接受产生消极作用
。

因此
,

社会必须重视道德教育环境的优化
,

从而促进道德接受水

平的提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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