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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杜威的德育思想可以概括为"德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从经验中学#)杜威认为一切道德教育的最终

目的就是使儿童有效地参与社会生活&并使自己的个性在社会生活中得到充分发展)杜威的德育思想对当今中学生的诚信

教育具有启示意义)

关键词!杜威!德育思想!中学生!诚信教育

中图分类号!

GE#"

!!!!!!!!

文献标识码!

C

!!!!!

文章编号!

!"F@?DD"2

$

!"#$

%

##?"""#?"E

HIJ

获取!

/::

K

'**

900

4

9-0

;

=1

L

'()*+,=M*

*

M/

*

1*N30=+9

K

0

!!

!"#

'

#"=##FF@

*

L

=199*=!"F@?DD"2=!"#$=##=""#

$%&'&()#*+#,-#

.

/#0#,(/,&"01&2&

3

+

*$%"4

.

%+"/5"6()

7!4,(+#"/+"+%&5#!!)&-,%"")-+4!&/+*

+

8"/&*+

3

7!4,(+#"/

!"#$%&'(

)

*+'

&

,-./+0(1+'

$

2340050

6

"1*3+7/0'

&

84/'+%&97#0:;+5<'/=&:9/7

>

&

#+'340'

?

2/34*+'$%D""F

&

84/'+

%

9:*+6(,+

'

I3O3

;

+

9:/'(

P

/:'*6')+,3N(M+:1'*M+*<39(66+)1Q3N+9

"

R')+,3N(M+:1'*19,1-3

#&"

.M/'',199'M13:

;

#&"

S3+)*1*

P

<

;

N'1*

P

#&"

S3+)*-)'6:/330

K

3)13*M3

#

=I3O3

;

<3,13839:/+::/3(,:16+:3

P

'+,'-6')+,3N(M+:1'*19:'6+T3:/3M/1,N)3*:'

K

+):1M1

K

+:31*9'M1+,,1-33--3M:183,

;

&

+*N6+T3:/31)

K

3)9'*+,1:

;

:'<3-(,,

;

N383,'

K

3N1*9'M13:

;

=I3O3

;

+

9R')+,BN(M+:1'*

U/'(

P

/:/+9:/33*,1

P

/:3*63*:91

P

*1-1M+*M3:':/361NN,39M/'',9:(N3*:

+

9/'*39:

;

3N(M+:1'*=

;&

3

2"6!*

'

I3O3

;

!

6')+,3N(M+:1'*:/'(

P

/:

!

61NN,39M/'',9:(N3*:

!

/'*39:

;

3N(M+:1'*

!!

约翰,杜威$

&'/*I3O3

;

%是驰名中外的实用

主义教育家&他的思想对全世界的教育改革与发展

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巨大影响&所涉及的领域涵盖了

政治(经济(科学(技术以及教育等诸多方面)杜威

将德育价值放在很高的位置&他甚至认为德育对解

决社会问题(提升幸福指数起着决定作用)

-

#

.深入挖

掘杜威的德育思想&并与我国的德育工作密切结合

起来&尤其是与当代中学生的诚信教育问题紧密衔

接&将找到一条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

一"杜威德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德育的内涵

杜威认为培养公民可以顺利地介入社会生活的

能力的教育被视为道德教育)在他的观念中&德育

即是帮助一个人不断成长&并伴随成长的每时每刻&

引领他们形成生活所必备的能力&塑造一种人生不

可替代的基本性格)

-

!

.

#二$德育的目的

杜威将品德教育的目的分为发展的品德教育目

的(明智的品德教育目的(民主的品德教育目的三个

层面)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

促进个体的成长发展

成长在我们的生命中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完

善(提升的过程&而并非是所要达到的最终的目的)

进一步分析&可以知晓这一目的等于促进学生的成

长&在成长的点滴记录中磨炼他们的意志力(提升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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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判断力和增强他们的感受力&但非看重结果&而

是使学生在这个过程中有所收获&这些能力的充分

提升为其以后的长远发展夯实了基础&使个体在学

习生活中能够更好地发展自己&完善自己&不断地磨

砺自我&为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成为有价值的良好

公民)

!=

使个体变得明智

为更好的培养学生品德的发展&需要始终突出

虚心和责任心的关键作用&教师自己应该以身作则&

发挥示范作用&让学生在不知不觉中养成良好的道

德行为习惯)虚心作为一种优秀的道德品质&能够

激励学生克服前进中遇到的困难&从而有助于他们

今后的学习生活更加顺利)责任心同样是一个人所

具备的优秀品质&这种品质有利于他们在今后学习

与工作中有更大的作为&能够得到他人的认可与尊

重&将有更多机会施展自己的才华)一旦学生养成

良好习惯&具备虚心与责任心等品质&就会对自己和

社会产生积极(正面的作用)

%=

培养民主主义社会公民品格

杜威指出教育有三个要素'儿童生活(学校与教

材(社会)这三者彼此独立&又密切联系&对培养民

主主义公民品格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使学生在接

受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具备相应的参与民主政治的能

力(独立谋生的能力和充分利用空闲时间的能力&要

达到这一目标&关键是培养民主主义社会公民品格)

#三$学校德育的内容

杜威认为&学校道德教育的内容可有两大来源'

一是学校生活与各科教学&二是社会现实生活)二

者相互配合&不断提高学校道德教育的水平)

#=

学校生活与各科教学

杜威从"教育即生活#出发&为道德教育找到了

哲学指导思想的依据&认为道德教育应该通过学生

日常生活与各学科教学进行&而不必在专门的课程

学习中掌握)杜威提醒人们一定要注意"/道德观

念+和/关于道德的观念+之间的区别#

-

%

.

)只有通过

学校生活与学习&使学生在其中践行道德要求&才可

能形成真正的"道德观念#!如果完全不顾学生的日

常生活和学习所进行的"教道德#&顶多只是在表面

上让学生了解"关于道德的观念#&而不能让他们深

入内心的将道德知识转化为道德行为)那么这种

"关于道德的观念#的道德教育只能看做纸上谈兵&

对学生品德行为只能产生微乎其微的作用)杜威认

识到学生的道德教育以及品德的形成离不开广泛的

行为实践&与其所大力倡导的"做中学#的教育原则

不谋而合)

!=

社会现实生活

杜威认为学校道德教育要与社会现实生活相统

一&而不能把校内生活与校外生活相分开)杜威严

厉抨击了美国当时的学校道德教育&指出学校道德

教育与社会生活相脱节并非明智之举&相反&起到了

十分恶劣的作用)他列举了一个极具说服力的真实

事件'某个城市有一个游泳学校&对学生进行游泳所

需要掌握的各种动作训练&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这

一过程不在水中进行&而当学生真正进入水中之后

却不会运用所掌握的训练进行游泳)杜威所举的事

例极具说服力&道德教育如若单纯在学校中进行&无

视多姿多彩的社会生活所带来的深远影响&那所取

得的效果微乎其微&与"在岸上教学生游泳#一样荒

谬可笑)

#四$德育的方法

#=

探究式讨论提高法)他提倡将现实中需要解

决的问题提供给学生&或者提出一些"道德两难问

题#以引发学生对道德的好奇心和思考&以此训练学

生的道德思维&进而增进道德的不断发展)通过这

种探究式讨论方法&让学生充分认识到自身的价值&

积极参与其中&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通过自身的努

力探究形成良好的道德观念&进而产生积极的道德

行为&最终达到提高德育的最佳效果)

!=

活动式训练教学法)在这个方法中&学校将

自身精心设计成生动的社会环境&学生通过日常生

活&逐渐体悟为人处事之道&养成良好的道德习惯)

只有通过有效的活动式训练教学法&在实践中不断

进行强化&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才能更好地达到德

育的最终成效)

%=

道德的目的应该成为各科教学的共同目的

杜威认为将道德价值的社会标准充分运用于学

校教学的教材上是睿智的选择)将道德教育的目的

转变为各科教学的共同目的对学生的道德观产生潜

移默化(深远持久的影响&并且在教学的过程中也能

将生活中的事迹联系到课文中&更能激发学生的兴

趣&促进学生各方面发展)把教学生活与各科教学

知识有机地进行联系起来&可以更好地强化道德的

目的&对学生的道德成长十分有利)

-

E

.

E=

善于捕捉学生内心的情感瞬间&激发学生善

良仁慈的精神力量

杜威认为儿童拥有善良的天性&成人应该对儿

童的本能冲动进行合理化引导)学生有着善良的品

性&教师要善于发掘学生优秀的品质&积极进行鼓

励&充分发挥学生在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力量&培养学

生乐善好施的品格&为他们一生的发展奠定稳固的

心理与行为基础)

二"我国当代中学生诚信缺失的问题剖析

当今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正面临

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呈现了诸多道德滑坡以及诚

信缺失现象&并且影响已经迅速波及到当代中学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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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从而引发了国人对德育以及诚信教育的深度

思索)诚信教育作为道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一个人成长成才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中学生作为

未成年群体&影响着国家的繁荣昌盛&对他们进行有

效地诚信教育&在此基础上开展道德教育&不仅可以

提升个人的道德素质&更能提升中华民族的整体素

质)培养良好的国家公民&首要一点是加强诚信教

育&诚信乃一个人安身立命之本&只有具备了诚信的

良好品质&才具有了提升道德素质的条件)否则&诚

信缺失&道德品质的形成将是空洞的谎言)目前&我

们可以从许多方面看到中学生的诚信缺失已变得相

当突出&足见道德教育在诚信方面上已经暴露出大

量问题)对我国当代中学生诚信缺失的问题进行剖

析&并汲取杜威德育思想中的精华部分&将杜威德育

教育方法运用于我国中学生诚信教育之中&以期为

解决我国中学生诚信缺失问题寻求理论与实践的

启迪)

#一$日常生活中的诚信缺失

在班级中&失窃现象频发&丢失的财物以书本(

文具(电子产品以及现金为主)久而久之&诚信缺失

现象越发严重&通过日常生活中的小事就可以窥探

一个人的道德修养)如今中学生活已失去了往昔的

单纯与宁静&不禁让人叹息)人与人之间情感冷漠&

同学之间&师生之间由于双方不能真诚相待&友好相

处&导致关系紧张&加剧了生活的不和谐)有些学生

沉迷网络&人情淡薄&在虚拟世界中寻找归属感&反

而失去了在现实生活中与人交往的基本兴趣和能

力)更有甚者&恶意诋毁他人&偷看同学日记&因青

春期恋爱问题而引发争吵(打架斗殴等校园暴力事

件也屡见不鲜)

#二$学习中暴露的诚信问题

在许多学生的学习过程中出现考试作弊(抄袭

作业(迟到早退等恶劣现象)抄袭作业现象不仅发

生在表现不良学生身上&还表现在学习成绩优异的

学生身上&考试作弊现象也同样体现在学习能力优

秀学生身上)有些同学寻找种种理由迟到(旷课&为

自己贪睡找借口)还出现大量欺骗老师逃课进网

吧&欺骗家长而夜不归宿&欺骗恐吓同学而借钱不还

的现象&以此来应付学校惩罚&逃避家长责骂&避免

同学揭发&逃避自己的学习与应该完成的任务)

#三$金钱方面的诚信缺失

铺张浪费是中学生群体中普遍存在的一种现

象&其中有些中学生本身家境并不富裕)有些学生

为了购买高档手机(昂贵的游戏机等奢侈品&总是找

各种借口向父母索要钱财)他们把从父母那里骗来

的钱用来挥霍&撒谎行为已经成了家常便饭)可怜

天下父母心&家长为孩子提供最好的物质条件却无

形中助长了他们懒惰奢靡的不良习气)欺骗老师和

家长&攀比之风盛行&有些家庭贫困学生&不懂得艰

苦朴素&不专心读书&将父母的血汗钱用来供自己享

乐&完全将父母的良苦用心抛之脑后)

#四$网络中出现的诚信问题

互联网席卷全球&成为新的信息传播媒介&同时

也早已成为中学生学习生活不可或缺的工具)有些

中学生借网络的匿名性不顾后果地任意散布虚假信

息&不知不觉中助长了诚信缺失的不正之风)还有

些同学深陷网络游戏中难以自拔&为获取钱财不惜

铤而走险&引发了一系列恶果)也有些同学在社交

网络中不诚信交友&运用虚假身份欺骗他人感情或

诈取钱财&电视广播中也报道过多起因网络诈骗而

引发生命安全事例&不得不引起足够重视)

三"杜威的德育思想对我国当代中学生

诚信教育的启示

杜威德育教育方法将其德育思想充分运用于实

践中&为改革我国中学生诚信教育方式提供许多借

鉴)杜威德育思想有着深邃的内涵&我国教育改革

可以通过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将诚信教育融入素

质教育之中!将学校德育与社会法制紧密结合&培养

合格公民!将诚信融入课堂&创新诚信教育模式!在

诚信教育过程中加强活动体验式的情景道德教育等

方式加强诚信教育)诚信教育是道德教育的根本&

改善中学生诚信缺失的现状是解决道德滑坡问题的

先决条件)诚信教育关键是教导人真诚(不欺骗&做

善良之人)而道德教育一般指教导人形成符合一定

社会要求的思想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习惯的教育

活动)

#一$树立诚信意识

杜威德育思想中蕴藏的全新理念&有助于引领

我国教育改革的发展&对更好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

提供理论支持)中学生属于青少年&思想观念尚未

成熟&针对他们在日常生活中诚信缺失的现象&学习

中暴露的诚信问题&金钱方面的诚信失范现象和网

络中出现的诚信问题&家长与老师需要进行科学(合

理地引导)家长注重以身作则&言行一致&教育孩子

诚实守信&从生活的点滴小事做起&不说谎&作奉公

守法的良好公民)教师要为人师表&在诚信故事中

教会学生为人处世之道&引领学生思想&为学生未来

发展奠定坚实基础)通过家长与老师的循循善诱&

在学生心中树立起了诚信意识&懂得做人做事要遵

循诚信原则&并将诚信观念落实在日常生活之中&尊

敬师长&团结友爱同学&乐于助人&严格要求自己&勤

俭节约&不攀比&体恤父母辛劳&努力做品德高尚

的人)

#二$强化诚信观念

杜威将培养社会良好公民的品格作为德育的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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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德育的内容和途径上

略有不同&但使受教育者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彼

此的共同之处)通过强化诚信观念&让中学生知晓

诚信教育的真正内涵&并进一步完善道德教育的

发展)

作为中学生&首先&应当从道德和法律范畴全面

理解诚信的涵义&诚实守信&成为合格的公民)在学

校里&诚信是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二者的统一&这一

观念应贯穿在师生的思想意识之中)其次&提倡诚

信要经过道德"自律#来完成&规范诚信又要通过道

德"他律#即法律来实现)因此&道德与法律应密切

结合&"自律#与"他律#应相互促进)一方面&塑造自

己的诚信形象最有效的方式就是自我评价(自我监

控(自我激励等!另一方面&违反诚信要付出相应的

法律代价)通过这种教育使道德的"自律#与法律的

"他律#相互配合&相互促进&有效规范学生的行为&

更好地达到诚信教育的预定目标)

-

@

.当今中学生出

现大量令人堪忧的诚信缺失现象也是学生没有充分

认识到诚信的涵义&认为诚信仅涉及道德层面&与法

律无关&这种错误的观念影响了诚信教育的顺利展

开)面对这种情况&家长与老师要适时适当的强化

他们的诚信观念&让他们深知诚信教育的完成需要

道德与法律密切配合)从而使他们在学习生活等方

面严格要求自己&努力成为诚实守信的现代公民)

#三$落实诚信行为

按照杜威的观点&学校专门设置德育课程对学

生进行专门训练&是多此一举的)如果道德教育脱

离于社会标准&那后果将不堪设想)而道德教育能

否有效展开直接影响诚信教育的实施情况)所以&

要解决诚信缺失问题有必要对道德教育展开深入思

考)道德教育包含诚信教育&诚信教育在道德教育

中占有重要作用)当今中学生在日常生活学习中&

尤其是在网络环境下呈现出来的不良诚信问题&落

实诚信行为是解决这些现象的关键所在)在身体力

行中学生才会深切体会到诚信的重要性&才会不断

加强自身道德品质培养)

目前我国中学德育方面的工作&大部分都借助

于思想品德课(班主任工作(学生工作等进行而不是

通过教学本身的实际工作&这样的做法实是"南辕北

辙#或"欲速则不达#之缺憾)为此&首先&学校应发

挥积极作用&对推动诚信教育走进课堂(融入教材(

深入进学生头脑的工作作出努力&将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至高中阶段&应把诚信教育作为思想政治教

育的切入点&进一步深化&从而使学生能渐渐学会宽

容和尊重&促进人与人之间的真诚交流&形成良好的

人际关系)其次&要对道德教育模式进行有效的创

新)道德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相互促进&要充分彰

显德育过程中学生的主体地位&把道德认知与道德

实践统一起来)再次&德育内容也要进行更新&逐步

从传统落后的诚信观念中挣脱出来&积极吸收(接

纳(融合西方国家法理诚信(规则诚信中的值得借鉴

的成分&科学(有效地进行诚信教育&以符合社会及

教育自身的发展规律)最后&要把握突出问题&讲究

教育方式)在教育方式方法上将"知#"情#"意#"行#

统一起来&重点是内化道德情感及养成良好的道德

行为习惯)当代中学生是民族的希望&是未来历史

的引领者&他们所表现出来的诚信缺失问题&是道德

教育弊端的展现&通过落实诚信行为将有助于深化

诚信教育&更有助于强化道德教育)

#四$营造诚信环境

杜威认为道德教育如果仅仅依靠知识传授&没

有在相应的环境中体验&那么学生只掌握了空洞的

道德理论而缺乏基本的实践能力&更无法达到有效

的道德教育的目标)教育者应努力为学生提供亲身

体验某种生活角色或场景&从而引发学生灵魂深处

的触动&对其思想或态度的积极变化起到良好功效)

尤其是在诚信教育过程中更要营造良好的诚信氛

围&不仅可以树立学生诚信观念&而且可以在实践中

落实诚信行为&有益于塑造良好品格)

学校的育人环境良好&教育资源丰富&学生建立

诚信理念和养成诚信行为不仅有赖于社会大环境的

优化&而且同样需要学校自身特有的先导引领作用)

学校要充分发挥其文明示范的作用&对自身的管理

和办学要严格遵守诚信)例如&加强中学生网络文

化教育&引导他们在网络中诚信交友&不利用虚假信

息欺骗他人&更要杜绝敲诈勒索等网络犯罪)良好

的校园信用环境&学校的管理制度(思想政治教育内

容以及校园文化建设都应以诚信为本(操守为重&从

而提高诚信教育的实效性(促进学生诚信品德的

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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