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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品德教育的复兴及其启示

冯  洁

内容提要 美国品德教育可以追溯到美国教育发展之初,然而在 20世纪初由于受到进步主义教育

运动的批判而逐渐走向了衰落。到了 20世纪 80年代,面对美国日益严重的道德问题,传统的品德教育

再次受到人们的青睐,开始了其复兴历程。美国品德教育的复兴表现在多方面,如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的

参与,政府的支持, 各种品德教育机构的成立等。美国品德教育的复兴给我国学校道德教育以深刻的

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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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美国品德教育的复兴历程

美国品德教育可以追溯到美国教育发展之

初。美国独立战争胜利后,品德教育得到了其建

国先驱者们如托马斯# 杰弗逊、约翰# 亚当斯等

的重视。他们认为, 学校要通过宗教教学和道德

教学铸造一种公民德性, 这是民主生活的必需条

件。然而,到了 19世纪末 20世纪初,美国传统的

品德教育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而走向衰落,

成为美国学校教育的/ 一抹斜阳0。

时至 20世纪 60 年代, 风靡一时的以加强智

力和技术训练为核心的教育运动走进了死胡同,

道德教育重新证明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从而掀

起了美国德育的第二次浪潮。然而,这次道德教

育的复兴运动却是以对传统品德教育的极端反对

为旨趣的,这给美国本来就有的极端个人主义火

上浇油。不少专家开始对这种道德教育模式进行

批判。美国品德教育专家利可纳在他的名著5为

品德而教育) ) ) 我们的学校应怎样教尊重和责

任6中批评价值澄清理论流派将一些琐碎的生活

问题与重要的价值观混为一谈, 将肤浅的道德相

对主义四处扩散。如此一来, 传统的品德再次得

到了人们的青睐。品德教育出现多元化发展, 以

新古典主义美德、社群主义美德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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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美国品德教育复兴后两大主要流派概述

1. 品德教育 ) 新古典主义美德

新古典主义学派认为, 美国已经遭遇到悲剧

性的/ 贬值0。美国的文化,尤其是教育,正处在一

个低沉的近乎灾难性的道德衰退时期。相对主义

成为当今青年人的哲学选择, / 开放0和/ 对差异的

尊重0成为这个时代的主要道德德性。这种普遍

存在的开放性格已经导致青年人丢弃了所有拯救

个体自由的绝对道德原则, 共享的目标和公共利

益的观念事实上已经消失。造成此种局面的原因

之一是一定程度的教育过失) 对将品德作为一种

教育目的的轻视。该学派认为学校的品德教育是

唯一能阻止美国道德标准受到侵蚀的途径, 而帮

助学生决定什么样的生活是值得过的以及他们应

该成为何种类型的人是当代美国大学的基本道德

目的。通过全国范围内的学校培育整体性、优秀

和诚实的美德, 阻止文化中的道德腐化现象。像

亚里士多德一样,品德教育者鼓吹榜样、模仿和习

惯在品德形成中的重要作用。

新古典主义教育者所主张的是一种依从性道

德。这种德性把被动、依从和守时的德性看作是

正常的和令人渴望的, 是通过学校组织和课堂学

习中的这些日常规则, 屈从于特定权威和规则变

得正常化。但是, 品德的形成具有难以置信的复

杂性,品德很少能通过伦理课程获得改变。

2. 社群主义美德

与新古典主义学派相比, 社群主义者更为关

心公民问题和公民的义务, 包括有关公众舆论和

公共利益的观念。他们关注传统、共同价值观、中

介机制、城邦、公民德性、共同惯例和记忆共同体

等观念。社群主义者极力批评个人主义的自由观

念和以权利为基础的伦理。同时, 他们基本上较

少关注在教学上使用/ 名著0的方法, 以及在学校

中创设一种特殊的根植于严厉的教师和苛刻的纪

律的/ 风气0。对社群主义者来说, 认识到个人是

/根植于0和/ 包含在0他们所属社群中的社会人是

很重要的。社群而不是个人是德性和价值的最终

源泉。社群主义者认为:/ 如果社群的和公共的价

值观能引导和建构我们的生活, 那么人们的生活

将越来越好。0社群主义的教育目的是在青年人身

上培育一些特定的德性。

社群主义美德是一种从众性道德。从众性

道德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就其优点而

言,从众性道德将道德与群体密切相连 ) ) ) 在社

群中形成、传播、得到强化、受到民间协会的维

护和培育。就其缺点而言, 从众性道德制造依

靠,抑制自治,其最坏的形式还会鼓励一种坚定

的/ 集体审议0。它成为一种伪联系的道德, 一

种蜂群的道德。最终损失的有时可能是一种个

人自由, 也可能是一种对超越局部群体的权利

和偏见进行辩护。

  三、美国品德教育之复兴对我国学校道德教

育的启示

  (一) 价值多元化与价值导向的统一

1. 价值多元化的进步意义

由以上的美国品德教育的复兴不难看出, 价

值观的多元化已是不争的事实。价值多元除了容

易带来人们思想的混乱,使人们难以形成稳定的

价值观并有可能带来道德相对主义之外,它也有

积极的方面。当代中国价值观的多元化是当代中

国日益进步、日益现代化的集中反映, 价值观的多

元化推动了中国思想解放。在传统的一元化价值

观的背景下,所有的人都被统摄在共同的价值观

下看待事物, 难以形成怀疑的土壤,因而容易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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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守成规的思想。在多元化价值观的背景下, 不

同的人因具有不同的价值观而相互质疑, 本身就

包含了怀疑的萌芽,因而容易导向思想解放。价

值观的多元化高扬了个体的主体地位和自我价

值,价值观的多元化所消解的正是整体主义价值

观。/ 随着每个人开始形成自己独立的价值观, 人

作为个体的主体地位必然会得到提高, 人作为个

体的自我价值也必然会得到应有的重视。0

2. 主导价值观建立的可能性

社会的多元价值观和一元价值观之间的冲突

并不能否定主导价值观建立的可能性。个体价值

观的/ 重叠共识0构成了主导价值观的主要内容。

在现代社会中,虽然存在着众多价值体系,但是这

些价值体系中均包含了对某些社会共同体甚至人

类共同价值规范要求的认肯和接受, 包含了对人

们某些共同价值目标的承认与追求。这些共同的

价值观念、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就成了价值领域

的/重叠共识0。这就是我们所理解的某一社会共

同体的普遍价值观念, 它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该社

会主导价值观的主要部分。还可以从社会的整体

价值、根本价值和长远价值出发,加入一些理想性

的价值目标,把这些内容加以改造和提升,就成了

该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二) 道德教育方法的转变

1. 学生面临的价值冲突与困惑

潮水般涌入的新的媒体向学生展现了许多不

同的价值观,学校教师、家长和社会人士也向学生

提出各种忠告,学生在与同龄人交往中也认识到

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许多价值观好像都有一定的

道理。面对如此众多的价值选择, 学生出现了困

惑和迷茫,以至于不知所措,无法选择自己所珍视

的价值观。我们需要借助于价值澄清的方法来克

服价值多元带来的困惑。价值澄清法是一种帮助

学生澄清价值的方法,它主要适用于八种陷入价

值冲突与混乱的人:冷淡、倦怠和漠不关心的人,

喜欢幻想、兴趣广泛但转瞬即逝的人, 极端反复无

常的人, 前后矛盾的人,随波逐流者,盲从者, 盲目

反抗者,以装模作样来掩饰自己对生活意义不明

确的人。

2. 如何避免道德相对主义的危险

在多元化时代下, 至少可以通过以下三条标

准来限制道德相对主义的蔓延: 第一, 选择的范围

限制在法律允许的界限之内;第二,选择的范围限

制在/ 底线伦理0范围之内; 第三,教师通过/ 重叠

共识0的引导来表明主导的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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