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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品格的养成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进行有效品格教育需要构建一个包括政府部门(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参与者在

内的品格教育共同体)政府在品格教育中起到主导和推动作用&一是要推动价值共识的形成&二是要宣扬和推广价值共识和

品格教育计划&三是通过行政力量推动品格培养)品格教育的多方参与者之间要进行协作&主要包括'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协

作&学校和社区的协作&家庭与社区的协作)

关键词!品格教育!外部环境!共同体!协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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良好品格的养成需要外部环境的支持&外部环

境不仅包括学校环境&还包括家庭环境以及其他社

会环境)这些环境共同构成了品格教育的外部环

境&对个体品格的形成和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些

环境之间应当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合力&相互协作&品

格教育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如果仅凭学校的品格

教育&家庭和其他社会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学校品格

教育也将独木难支&甚至失去效力)因此&我们在进

行品格教育时&要做到学校(社区(家庭以及其他社

会组织或机构协同合作&形成一个品格教育的共同

体)这一共同体要在政府力量的引导(推动和协调

下&共同努力)在品格教育中&"社会每个领域(每个

组织(每个人都有义务参与这项事业&也只有在社会

各界的共同参与下&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才会显出成

效#

-

#

.

)

一"品格教育共同体主要构成

古希腊的美德伦理学关于美德的教育毫无疑问

是以共同体或城邦为外在条件的&城邦或共同体为

公民提供了共同的价值传统&并为这个价值传统的

践行提供政治(法律和教育支持和保障&因而"城邦

之外无道德#)当代的共同体主义者在诊断西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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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主义社会的道德弊病时&正是向古希腊的美德伦

理寻求药方&其目的就是要扭转现代陌生人社会中

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碎片化倾向&构建一个具有共同

的善和价值的社会关系)因此&根据美德伦理学的

这一主张&我们要进行有效的品格教育&就要构建一

个学校(家庭(社会的品格教育共同体&只有在这样

的共同体中才有可能培养和发展良好的公民品格)

学校是教育的专门场所&也是孩子接受品格教

育的主要场所)孩子的活动时间在学校几乎是最长

的&老师和同学对孩子的影响非常重要)但学校不

是品格教育的惟一场所&品格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

责任)品格教育应当是所有与年轻人的价值观和生

活有关的人或者组织应当共同承担的责任)因而&

除了学校之外至少还应当包括家庭(社区(政府(商

业机构(传媒组织等)

首先是政府)政府是构建共同体价值观&并为

共同价值的践行提供动力&进行协调的最为关键的

角色)我们进行品格教育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

首先要确立我们要培养什么样的品格&培养哪些品

格&对此&我们要有一个价值上的共识)而达成这一

共识显然需要政府作为协调者和统筹者)在达成共

识之后&才是推行价值观和践行价值观的问题)此

时&政府要利用宣传(教育等职能部门来宣扬和推行

共同价值观)政府还要为品格教育过程中不同机构

和组织之间的协作提供政策和法规)

其次是家庭)家庭是品格教育的第一课堂)家

庭为孩子的品格奠定了基础&所有其他的机构或组

织的品格教育都是奠定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根据美

国的一项研究报告&"那些学业成绩最优秀(道德上

最富有责任心&以及最不会参加冒险行为的青少年

恰恰是那些与父母之间拥有良好和紧密关系的孩

子&这些孩子的父母设定了明确的要求&并以与他们

的年龄相匹配的方式监管他们的行为#

-

!

.

)亚里士

多德虽然强调共同体制度对于美德培养的重要性&

但也承认在美德培养方面家庭教育也有其特殊的优

势'一是由于亲缘关系&由于父亲对子女的善举&这

种约束作用比法律的更大&因为家庭成员自然地对

他有感情并愿意服从他!其次&家庭教育是个别的教

育&能够根据个别情况个别对待&效果更好-

%

.

)

再次是社区)根据美国
#"

个社区
#"

年调查的

结论&"社区在道德观念上的一致性对于青少年的健

康调节来说是更强的预报器&比其他任何可变因素&

如富足或种族划分都要强得多#

-

!

.

)虽然在不同国

家社区环境对于孩子的影响程度有所不同&但社区

作为孩子的一个重要活动空间&对孩子的品格发展

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此&社区要营造积极

的有利于品格培育的环境&更重要的是&社区还应当

与学校(家庭之间进行协作&共同培育孩子的品格)

复次是商业机构和组织)商业机构和组织不仅

仅充当盈利的角色&还应当承担社会责任)其盈利

活动不能以破坏共同体的价值观为代价)商业机构

和组织在商业活动中不能为了利润的最大化错误地

引导消费群体&宣扬与共同价值观相悖的消费文化)

不仅如此&较为成功的商业机构和组织还要更加积

极地参与品格教育实践&利用自身的品牌号召力宣

扬共同价值&并为品格教育活动和项目提供适当的

经济支持)

最后&媒介组织也要起到应有的作用)纸媒(电

子媒体和网络媒体等是最为主要的大众信息传播组

织&我们几乎所有人都会接受这些组织带来的信息

并受其不同程度的影响)这些媒介组织影响社会的

文化品位(舆论导向(社会的价值取向&在共同价值

的建立(社会价值的传递(大众文化和价值观念的形

成和改变等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如何

充分利用和发挥媒介的积极导向功能&加强品格教

育工作的有效性&媒介的功能不容忽视)

二"国家对品格教育共同体的主导作用

首先&最为根本的是国家制度对品格教育的重

视)亚里士多德认为&制度对于培育公民德性生活

的作用是首要的)城邦也应当通过立法&来关怀其

公民的道德生活)公民美德的培育不仅仅是公民私

人的事情&而且更应当是社会的公共事务&一个优良

的社会应当提供制度和法律来关心这一事务)正因

为如此&亚里士多德认为&对公民美德培养负主要责

任的是共同体的制度&所以&"最好是有一个共同的

制度来正确地关心公民的成长#

-

%

.

)社会制度一方

面是基于现实的人的需要而产生的&另一方面还要

具有促进人的发展的功能&恰如卢梭所言'"优良的

社会制度是最善于改变人的本性的那种制度)#

-

E

.而

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职能和文化"至

少应该保护(促进(鼓励安全(爱(自尊(自我实现等

似本能需要的表达和满足#

-

@

.

)因此&公民的品格发

展和品格教育应当被纳入到社会制度的考虑之中)

从具体的操作层面来看&国家在品格教育中的

主导和推动作用首先表现在价值共识的形成上)麦

金太尔在0追寻美德1一书中指出了现代社会的一大

缺陷就是难以达成道德共识&情感主义盛行&这导致

所有的道德判断除了是个人偏好的表达之外什么都

不是&不能对客观的道德标准进行正当合理的辩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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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而在现代伦理生活中&各种道德价值有时相互冲

突的&用麦金太尔的话说&它们是"不可公度#的"道

德前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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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格教育共同体的建构首要的是社会

要形成共同体的道德价值观和标准)要实现这一目

标&政府的责任首当其冲)当然&在形成共同价值的

过程中&国家并非是单方面地自行设立价值观&而是

充当代理人的角色和协调统筹的角色)国家应充分

考虑社会的传统道德价值和对于当今社会发展具有

重要意义的道德价值&包括公共层面的道德价值和

具有积极作用的私人层面的道德价值&作为社会成

员的共同体价值&围绕这些价值确立核心的品格作

为品格教育的主要内容)

其次&国家要宣扬和推广价值共识和品格教育

计划)国家的宣传部门和教育部门对形成的价值共

识以及具体的品格教育计划进行宣传和推广)通过

户外宣传平台(报纸(电视(网络(宣传册等多渠道的

宣传形式对共同价值和相关品格教育计划进行大力

的全方位的宣传&不仅使受教育者了解共同价值和

具体的品格教育计划&也使得学校(家庭和社区等品

格教育的参与者也了解&从而营造实施品格教育的

有利舆论和社会环境)

最后&国家要借助政府力量推动品格培养)一

是要建立和完善品格教育的制度体系&切实建立有

效的务实的品格教育组织机构和工作体系&把责任

落实到具体的部门和具体的人!二是国家财政要对

品格教育提供一定的经费支持&从而保证品格教育

计划能够持续(稳定(顺利地开展)三是通过国家和

地方政府的奖励和惩戒等社会控制措施&净化社会

环境&为品格教育的开展提供有利的环境支持)

三"品格教育共同体参与者之间的协作

品格教育参与者主要包括学校(家庭(社区政府

等&那么这些参与者之间的合作至少包括学校与家

庭(社区的合作&家庭与社区的合作等多种合作形

式)这从西方学界对品格教育的定义中就可以看

出)阿兰,洛克伍德$

C,+*S'MTO''N

%将品格教育

定义为'"以学校为基础的&与其他社会机构合作的

活动&通过影响非相对主义的价值观&直接和系统地

塑造年轻人的行为#

-

D

.

)品格教育伙伴组织$

X/+)Y

+M:3)BN(M+:1'*H+):*3)9/1

K

%

#FFF

年曾经对品格教

育进行定义'"品格教育就是学校(家庭与社区在帮

助孩子理解(关心和实践核心伦理价值的有意识的

努力)#

-

V

.这一组织提出的品格教育标准中就有这样

一条'学校必须要求家长和学校所在的社区作为支

持品德教育完全的伙伴!美国的大学研究者在最近

的研究中也归纳了一些有效的品格教育要素&其中

也包括"家长和社区的积极参与#

-

F

.

)

首先是家庭和学校之间的协作)在这些合作形

式中最为重要的合作是学校与家庭的合作)家庭和

学校对处于品格形成阶段的青少年学生来说&无疑

是最为重要的品格发展平台)如果家庭和学校之间

不形成紧密的协作关系&品格教育的效果就会大打

折扣)如果学校进行了较好的品格教育&而家庭却

放任学习者的品格发展&甚至起到反作用&或者家庭

进行了良好的品格教育&而学校忽视品格教育&学习

者都有可能迷茫甚至怀疑品格教育的意义&从而不

会真正接受品格教育)要建立家庭学校之间的品格

教育协作&就要建立健康正常的"家庭2学校#关系)

然而&当前的家校关系却令人担忧)比如&"家访#这

一曾经普遍存在于中国教育系统的传统家校沟通合

作模式的消失!学校及教师推卸教育职责等)这样

的家校关系是无法实现学校与家庭在品格教育上的

协作的)因此&品格教育改革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如

何建立起/家2校+之间健康(真诚的关系&实现

/家2校+德育资源的共享#)

-

#"

.那么&如何去建立家

庭与学校之间的协作关系呢3 首先是要增加学校和

家庭之间更加顺畅和积极的沟通)比如&学校要求

和鼓励父母积极参与品格教育&提供家庭和学校沟

通的机会和平台&建立家长品格教育委员会&定期举

行家长和学校的讨论会等)其次是提供提升父母教

育能力的课程&让家长一起设计品格教育课&给家长

布置品格教育任务&让家长交送定期的家庭报告等)

最后&还要尊重家长在品格教育方面的权利&学校要

积极回应家长的意见和建议)

其次是要加强学校和社区的合作关系)第一&

学校和社区可以进行磋商&确定相关的品格教育方

法)第二&社区可以为学校提供品格实践的机会和

场所)比如&学校可以通过让学生参与社区服务的

途径来帮助学生培养责任感(同情心等品格&社区则

可以在这一过程中帮助学校联系和接洽相关的机

构&并委派有资质的社区工作人员为学生提供适当

的指导)第三&社区可以配合学校的品格教育&在社

区内进行相关的价值宣传&为学校品格教育整肃社

区文化和治安环境)第四&社区和学校可以相互交

流&掌握社区内的青少年的不当行为和不道德现象&

共同协商和实施具体的品格教育措施)

最后是家庭与社区的协作)社区是政府的基层

组织&直接面对和接触社区家庭和社区成员&关系紧

密&因而社区和家庭的协作理所当然)第一&社区可

"下转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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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互联网
Z

教育#内涵及其与传统教育融合探究

五"结语

"互联网
Z

教育#虽然还并未做到能重构教育形

态&改变教育结构&甚至其本身还处于探索发展之

中&但它已经开始尝试为学习者提供更多的教育机

会&打造独特的教育方法&为每个人量身定制适宜的

教育)"互联网
Z

#已经不可逆转的与传统教育发生

了关联&并会在某些领域进行深度融合)"互联网
Z

教育#的新形态以每个独立的学习者为核心&以学习

者的能力和需要为基础&关注学习体验&强调适宜发

展&与传统教育由于条件限制只能以牺牲小我照顾

整体发展相比而言&对于促进和维护教育公平(关注

和保障个体发展有所裨益)但我们也应看到&传统

教育行业与"互联网
Z

#联姻虽是大势所趋&但在运

作过程中也会有各式各样的障碍和问题有待解决&

甚至出现教育效果倒退的阵痛&其原因除了教育行

业惯习传统根深蒂固(变革不易外&新兴的"互联网

Z

#事业本身也需要时间去发展成熟&尤其是"互联

网
Z

#对于教育内容的整合和课程模式的创新更需

要不断深研&不能简单的照搬线下的教育教学模式&

仅仅做成网上视频供人随时观看&而要求新求变&打

造自己独特且独立的学习生态系统&建立完善的学

习和评价体制)最后&借着"互联网
Z

#成为国家战

略行动计划的东风&"互联网
Z

#更要进一步与教育

携手创新融合&增值提效&充分利用内外资源&从而

实现整个教育事业的优化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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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向家庭进行共同价值的宣传&通过社区的宣传媒

介直接向社区内的每一个家庭提供品格教育的宣传

内容)第二&社区可以组织社区内的家庭活动&为家

庭之间提供品格教育的交流平台&增加家长之间的

交流机会&同时也增加社区家庭内的青少年与父母

的共同活动机会&有利于家庭的品格教育的进行)

第三&社区还可以为社区内的家庭提供养育课程&家

长们可以通过学习改善家庭生活&懂得应付压力&并

健康地生活&从而有利于家庭的品格培养)

总而言之&品格教育共同体内部的协作是提升

品格教育实践效果的重要途径&唯有此&品格教育才

可能最终落到实处&产生积极效果)

%参考文献&

-

#

.

!

班建武
=

美国的品格教育运动及其对我国德育的启示

-

&

.

=

比较教育研究&

!""@

$

$

%'

%%=

-

!

.

!

托马斯,利科纳
=

培养品格-

R

.

=

施李华&译
=

北京'中

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

%

.

!

亚里士多德
=

尼各马可伦理学-

R

.

=

廖申白&译
=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

%#@=

-

E

.

!

卢梭
=

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R

.

=

李常山&译
=

商

务印书馆&

#F$!=

-

@

.

!

马斯洛
=

动机与人格-

R

.

=

许金声&等&译
=

北京'华夏出

版社&

#FVD=

-

$

.

!

阿拉斯戴尔,麦金太尔
=

追寻美德-

R

.

=

宋继杰&译
=

南

京'译林出版社&

!""%=

-

D

.

!

C,+*S'MTO''N

&

O/+:19X/+)+M:3)BN(M+:1'*

3 -

X

.

=

U/3X'*9:)(M:1'*'-X/1,N)3*

+

9X/+)+M:3)=C=R',*+)

3N=X/1M+

P

'

'

5..B

&

#FFD=

-

V

.

!

X/+)+M:3)BN(M+:1'*H+):*3)9/1

K

=U3+M/3)9+9BN(M+Y

:')9'-X/+)+M:3)

'

C)3:/35+:1'*

+

9.M/'',9'-BN(M+Y

:1'*X'61*

P

(

K

./'):

3 -

R

.

=[+9/1*

P

:'*

&

IX=

&

#FFF=

-

F

.

!

檀传宝
=

第三次浪潮'美国品德教育运动述评-

&

.

=

北京

大学教育评论&

!""%

$

!

%'

%$=

-

#"

.檀传宝
=

以专业的德育提升生活的品质222当前中国

德育改革应该直面的十大课题-

&

.

=

道德教育研究&

!"#"

$

E

%'

##=

%责任编辑
!

熊
!

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