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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引　言

一、选题背景、缘由与研究意义

（一）选题背景分析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关系高校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

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当今世界，科技迅猛发展，经济全球化逐步加强，我国正处在进一步深

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国人民在享受现代化进程

中取得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精神层面却面临严峻的危机，国人“口袋富”

的同时伴随的并不是“脑袋富”，反而是信仰的丧失、精神领域需求的虚无。

这些深刻的变化，给我国当代德育提出了种种严峻的挑战。解决中国目前

面临的德育困境，需要走一条德育创新之路。

大学德育是我国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６０

年来，我国大学德育实践取得了显著的成就，为我国造就了大批社会主义

“四有”人才。但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面对繁华的物质世界，大学

校园也出现了许多“道德失范”现象：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意识淡化，大学

生犯罪率上升，大学生诚信意识下降，大学生心理素质偏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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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大学生社会道德责任意识淡化

当今社会，有很多大学生道德责任感意识淡化，求学目的功利化，认为

上大学仅仅是追求名与利的手段。大学生缺乏团队合作与奉献精神，对集

体的归属感不强，在集体活动中我行我素，表现出极为严重的集体责任意

识迷失，个别大学生缺乏最基本的公德意识和责任心。

【案例】　２０１０年１０月，西安×学院学生×××驾驶一辆红色小轿车

从某校区返回市区途中，将前方在非机动车道上骑电动车同方向行驶的被

害人张××撞倒。×××恐张××记住车牌号找其麻烦，即持尖刀在张×

×胸、腹、背等处捅刺数刀，将张××杀死。逃跑途中又撞伤两人。

此案件中显现出我国大学生面对生命时的冷酷无情和道德责任意识

的迷失。

２．大学生犯罪率上升

大学生犯罪看似是个人行为，本质上却是一种严重的社会现象。承担

着国家未来与希望的当代大学生法律意识淡薄，屡屡发生的大学生犯罪案

件倒逼我们必须加强和重视大学德育工作。北京市海淀区近几年受理的

大学生犯罪案件表明：从１９９９年开始，大学生犯罪开始大规模增加，２００１

年大学生犯罪案件及人数比１９９９年增加了５４．５％，而２００２年比２００１年

又增加了９７．１％，２００３年比２００２年增长了１１０％。大学生犯罪道德大幅

上升，引起大学德育工作者的高度重视和反思。

【案例】　×××原为某高校学生，其２００４年２月１３日在宿舍连杀四

人，后从昆明火车站出逃。２００４年３月１５日被公安部列为 Ａ级通缉犯；

２００４年６月１７日被执行死刑。

２００５年９月下旬，浙江温州警方宣布，备受社会各界关注的“７·２８”跨

省抢劫杀人案告破。令人震惊的是，干下抢劫杀人重案的犯罪嫌疑人罗×

×和卓××，竟是从某知名高校走出来的“天之骄子”。而他们作案的动

机，则是为了获取创业的“第一桶金”，早日实现当老板的梦想。警方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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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明，他们此前还在深圳劫杀了一名的哥。

３．大学生诚信意识下降。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一个人应有的基本道德品质，是一个

人立足社会的基础。大学生考试作弊屡见不鲜，助学贷款拖欠不还，论文

剽窃造假现象频出，求职简历夸大其词脱离自身实际，等等。大学生诚信

品质失落，一方面与市场经济下人们追求功利的恶劣风气有关，另一方面

也说明大学生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严重缺失，这些问题亟待呼吁大学

德育工作者做出相应的对策和努力。

【案例】　２０１１年６月１８日，全国大学英语四级考试，肖某使用电子橡

皮欲查看答案时被监考老师抓到。当天，学院在校园内张贴通告，通告主

要内容为肖某的行为已构成严重考试作弊，该课程考试成绩无效，并给予

开除学籍处分。

２０１５年７月１１日上午，在某学院的期末考试上，监考老师捉到了一名

使用手机作弊的大四男生。据介绍，在考试过程中，这名男生用手机拍摄

试卷，然后发送给外面的同学帮忙解答。距离考试结束还有１０分钟左右，

他这一行为被监考老师发现，手机当场被收缴。

上述两个案例充分说明我国大学生诚信意识下滑的事实。

４．大学生心理素质偏低。

随着市场经济所带来的一系列深刻的社会变革，给大学生造成了前所

未有的心理压力。也对大学生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近年来，大

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已经引起了普遍的关注。２０１３年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调查显示，全国约有２０％的大学生存在不同程度的心理障碍，就业、考

研和人际关系，是困扰大学生的重要“心病”。校园内，出现学生精神失常、

非正常死亡现象不断增加，给高等学校的安全稳定工作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也严重影响了大学生正常的学习生活。当代大学生心理问题主要表现

在：适应能力不强导致了情绪的抑郁和行为方式的过分依恋，人际交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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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的不足致使大学生心理焦虑和性格孤僻，经济压力等原因引起的大学生

自卑现象较为突出，情感的缺失和困惑使大学生情绪障碍常易发生，丰满

的理想与骨感的现实的差距较大，学习与生活的压力，对未来生活的迷茫

心理，自我意识定位不恰当而导致的失衡心理，等等。

【案例】　小梁是电影学院导演系的研究生，个子高高的，长得也很帅，

但几年下来他有一个很悲观的想法：做导演需要出名，而真正出名的导演

又有几个呢。而且自己家是外地的，从本科到研究生一路走来实在太累

了，要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这种压力压得他喘不过气来。最终，他办理了退

学手续。学校的老师、同学无不为他惋惜。

【案例】　小林以当地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北京某重点高校，第一学期期

末，本来踌躇满志准备获取奖学金的她未能如愿。她的情绪从此一落千

丈，变得郁郁寡欢，无心学习，也无法处理好与同学的人际关系，还整夜失

眠。最后不得不去医院精神科检查，诊断结果为她是患了抑郁症。

５．利己主义在大学校园抬头

利己主义，是指只顾自己利益而不顾别人利益和集体利益的思想。利

己主义是指把利己看作人的天性，把个人利益看作高于一切的生活态度和

行为准则。其特征是：从极端自私的个人目的出发，不择手段地追逐名利、

地位和享受。追逐个人名利，历来是一切利己主义者的人生目的。许多大

学生进入大学后发现，现实中的大学跟自己理想中的大学有很大差距。学

术氛围没有那么浓厚，同学之间的关系没有那么单纯，爱情也没有那么美

好，就连找工作都得“拼爹”。在种种现实面前，许多大学生变得很现实，甚

至可以说是有点自私，连交友都以是否对自己以后发展有利为原则。在学

习中，很多大学生选专业是为了自己以后从事这方面的工作能挣更多的

钱，选课要打听一下哪个老师的结课论文比较好写，哪个老师脾气好，容易

给高分，并没有结合自身的兴趣以及综合素质的拓展。在工作中，许多大

学生习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为了争当学生干部争得面红耳赤，甚至反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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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仇。有的人在开会时，通常为了保全自己，从来不提什么意见。在生活

中，有的大学生看到别的同学有困难了也不去关心一下，许多大学生交友

原则就是看与他（她）交友是不是能在以后的生活中帮助自己，就连谈恋爱

都要看看对方是不是能为自己的将来助一臂之力，全然抛却了爱情的

真谛。

以上现象的出现更加凸显了我国大学德育功能的不足，严重影响着我

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及现代化建设的顺利实现，同时，也给我国大

学德育工作提出了严峻挑战，加强和改进大学德育工作显得极为迫切和重

要。高校德育建设作为现代化建设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使德育科学

化、现代化就必须努力借鉴和吸收古今中外有关高校德育的成功经验。我

国大学德育想要走出这一时期的德育困境，寻求创新，就有必要放眼世界，

吸取他国大学有益的德育经验。

（ 二）选题缘由

比较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科学发

展和创新。我国大学德育想要走出社会转型期面临的问题，学习和借鉴世

界各国大学德育的经验是一条重要的途径。本文之所以选择新加坡作为

比较研究的对象，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从地缘上讲，中国和新加坡

同属亚洲国家，新加坡人中７０％以上是华人，与我国具有天然的血缘上的

不可分割的联系，中新两国在大学德育方面的许多做法都有相似性和可比

性。其次，从文化背景上讲，中国和新加坡同属儒家文化圈，深受儒家伦理

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两国有着相同的文化根基和相近的价值观念，在近代

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融合过程中，中国和新加坡大学德育都出现了东西合璧

的特征。选择新加坡作比较，可以充分学习新加坡成功的德育经验，创新

中国大学德育之路。最后，从现代化进程看，新加坡虽然在社会制度上与

我国存在根本的区别，但近代以来，新加坡经济飞速发展，曾被誉为“亚洲

四小龙”之一，已经先于中国完成现代化进程，但新加坡在实现现代化的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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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也曾经面临与今日中国相似的德育困境，新加坡政府结合自己国情，

在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同时坚持捍卫亚洲价值观，将东西文化有机融合，

走出了一条新加坡特色的大学德育之路。新加坡的大学德育经验，对于解

决今日中国的德育困境，走中国特色的大学德育之路具有重要的借鉴

意义。

（三）研究价值与意义

从理论价值上讲，中新当代大国德育的比较，有助于系统把握与科学

总结大学德育的内在规律与发展趋势。由于中国与新加坡在历史文化传

统、国家社会制度以及主流意识形态等领域存在较大差距，两国大学德育

在德育思想、德育目标、德育内容以及德育方法与途径等方面存在很大的

差异性。然而，由于大学德育共存于两国之中并很好地为两国服务，两者

必然在体现德育规律方面具有一定的互通性。另一方面，中新大学德育的

多元文化特性，也为理解德育一般规律与发展趋势提供了现实案例与研究

资源。通过比较研究，将有助于揭示大学德育的普遍性与特殊性规律及其

发展趋势，深化对中新大学德育准确而深刻的认识，丰富我国大学德育的

理论与实践，推动比较德育理论的科学发展。因此，对中国和新加坡当代

大学德育进行比较，揭示中新大学德育中带普遍性的规律，这是比较德育

学专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同时，对于丰富我国大学德育理论的研究，创新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理论体系，具有重要的意义。

从实践意义上说，大学生是祖国的未来，教育是强国的根本，提高我国

大学德育水平，归根到底还是要从大学生实际着手，从大学生自身德育素

养的提升入手。目前，我国现阶段的社会整体性变革，使高校德育面临着

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为适应社会实际，要与时俱进地推进我国高校德育

的创新，这是我们目前需要解决的重要课题。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解

决中国大学德育目前面临的德育困境，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大学德育的有效

经验不失为一个好办法。与中国大学德育相比，新加坡大学德育目标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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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性，德育内容更能体现时代性和人性化，德育方法更具渗透性和活动

性，德育途径更具多样性。这对我国大学德育的未来发展与创新起到一定

的启示作用。

中国与新加坡当代大学德育比较研究，有助于积极开展与深入推动中

新大学德育的理解、交流与合作。通过比较研究，可以不断增强对两国大

学德育特殊性的全面认识以及本国化发展的深入了解，为积极开展两国高

等教育事业的交流与合作奠定重要的思想基础。同时，有助于中新在各自

既有的国家制度体系框架下，充分尊重彼此的经济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

统、德育实际等影响大学德育发展的客观基础，打破由各种差异造成的认

识障碍和壁垒，从而进一步促进两国大学德育资源、德育信息、德育经验等

方面的有效交流与有益合作，为实现我国大学德育的国际化发展，奠定良

好的比较研究理论基础。

二、研究现状

（一）中外德育比较研究方面

比较思想政治教育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在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比较研

究作为一门学科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中后期。① 目前，德育比较研究方面

的著作主要有：苏崇德主编的国内第一本关于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的《比较

思想政治教育学》（１９９５年出版），朱永康主编的《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研

究》（１９９８年版），陈立思主编的《当代世界的思想政治教育》（１９９９年版），

宋春宏的《比较德育新论》（１９９９年出版），董小燕主编的《比较德育研究》

（２０００年出版），王玄武主编的《比较德育学》（２０００年版），王瑞荪教授主编

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学》（２００１年版），袁银传主编的《中外大学思想道德

教育比较研究》（２００５年版），苏振芳编著的《当代国外思想政治教育比较》

７
① 郭强．比较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新成果．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７（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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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９年版），李萍、林滨编著的《比较德育》（２００９年版），唐克军编著的《比

较思想政治教育学》（２０１０年版），陈立思主编的《比较思想政治教育》（２０１１

年版），这些著作从宏观和微观方面对中外德育进行了比较，开拓了我国德

育比较研究的新领域。在这些著作中，有些提到新加坡德育的现状，对中

新德育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比较和研究。另外，期刊和报纸方面，如《比较教

育研究》《外国教育研究》《外国教育资料》《青年研究》等期刊以及《中国教

育报》《德育报》《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等报刊先后发表了大量有关中外、中

新德育比较研究的文章。

（二）中新德育比较研究方面

近几年，我国研究中新德育比较的著作有：王学凤的《多元文化社会的

学校德育研究》（２００５年版），从文化角度对新加坡德育进行个案研究，研究

过程中对中新学校德育进行了比较。还有戴胜利的《大学思想政治教育的

比较研究》（２００６年版），对中新大学德育比较有所涉及。

从ＣＮＫＩ系列数据库中对中新德育比较内容进行文章检索的发现，从

１９９３年到２０１６年我国公开发表的论文中，以新加坡德育为主题进行模糊

检索，共查到文章１８６篇；以新加坡大学德育为主题进行跨库检索，共查到

文章１２篇；以德育比较为主题检索，查到文章４３０篇；以大学德育比较为

主题检索，查到文章１７３篇；以中国和新加坡德育比较为主题进行跨库检

索，查到硕博论文６篇；以中国和新加坡大学德育比较为主题进行跨库检

索查到文章仅２篇。

下面，对检索到的文章进行具体分析：

１．选择新加坡德育进行研究，不与中国德育作比较。就新加坡德育研

究的角度而言，有的以新加坡学校德育进行研究，如华东师范大学龚昊的

硕士毕业论文《新加坡学校德育模式研究》；有的以新加坡中小学德育进行

研究，如贵州师范大学王天桥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和新加坡中小学道德

教育比较研究》；有的只选择新加坡德育的某一个方面进行研究，如张雅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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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方法与途径探究》和师建龙的《新加坡道德教育的方

法与途径》；有的是从文化或儒家思想的角度来研究新加坡德育，例如王学

风的《多元文化视野下新加坡学校德育的特质》以及廖芝萍的《新加坡现代

化及儒家思想的创新》。

２．就德育比较而言，中美、中日德育比较的文章较多。如哈尔滨工程

大学高巍的硕士毕业论文《当代中日学校德育比较研究》，武汉理工大学王

剑波的硕士毕业论文《中美大学德育比较》，程晋宽的《中日美三国道德教

育目的的比较》，金仕琼、镡鹤靖的《中美高校德育目标、内容及实施途径比

较》，李焕荣、李鹏的《中美高校实施德育之比较》，王丽荣的《中日德育途径

方法的异同比较》。

３．就中新德育比较而言，多是在中外德育比较时谈及中新德育，缺少

中新德育的专题性比较和研究。如戴胜利的《中外学校德育管理的比较与

思考》，许克毅、庾荣的《中外高校德育目标的比较研究》，李望舒的《当代国

外思想政治教育之比较及对我国的启示》，厦门大学李水兰的硕士毕业论

文《中外学校道德教育比较分析及启示》，长春理工大学李怡的硕士毕业论

文《中西道德教育比较研究》，等等。

４．中新两国中小学德育比较的文章较多，对中新大学德育进行比较的

文章则较少。如西北师范大学秦莉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与新加坡义务教

育阶段学校德育比较》，东北师范大学高楠的硕士毕业论文《中国新加坡学

校德育比较》，王学风的《新加坡中小学的公民道德教育及启示》，张济洲的

《新加坡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发展历程、特点及其启示》。在对期刊以及硕博

论文的检索来看，中新两国大学德育比较研究的文章检索结果是两篇，其

中一篇是本书作者的硕士毕业论文，另一篇则是侧重中国与新加坡大学生

活德育的比较。

（三）现有研究存在的问题

１．在对多个国家的德育比较中涉及中国和新加坡大学德育的比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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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中，缺乏对两国大学德育的专门性对比和研究。

２．选择中新大学德育的某一要素进行比较，比如德育目标比较、德育

内容比较等，缺乏对大学德育的系统性比较研究。

３．笼统地对中新德育作比较，缺乏时段性和针对性。

４．偏重于新加坡大学德育现状的介绍，缺少与我国大学德育的深入对

比分析，未达到比较研究的目的。

５．侧重于小学德育比较，对于两国大学德育比较研究较少。

三、研究思路和方法

本书第一章是相关概念与理论的阐述与界定，从德育概念入手，对德

育的内涵和外延进行了界定，对大学德育以及比较德育进行了阐释与说

明，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德育观产生、形成和发展的历程，指出马克思主义德

育观是几代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不断积累与创新的实践过程。比较中

国和新加坡大学德育，必须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全面准确地把

握马克思主义德育观的思想体系。同时，针对目前德育理论界对德育和思

想政治教育两个概念混淆不清的现状，分析了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两个概

念的区别和联系，明确本文对“德育”概念的理解和界定，进而指出本文选

择使用“德育”这一概念的缘由。第二章从历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和新加

坡两国自当代以来大学德育的嬗变过程，在对中新不同阶段大学德育的梳

理过程中进行了通观比较。第三章从中新当代大学的德育背景、德育目

标、德育内容和课程设置、德育方法、德育途径五个方面做专题比较，分析

各方面的共性和差异，在对比之中剖析中新两国大学德育的特质。第四章

在对比分析中国与新加坡当代大学德育异同的基础上，总结我国大学德育

的优势以继续发扬，同时，反思我国大学德育的不足，学习和借鉴新加坡大

学德育的长处，加强和改进我国大学德育工作。

本书主要采用以下方法进行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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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比较分析法

比较法是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有比较才有鉴别，有比较才有科学发

展和创新，比较法贯穿本文的始终。比较本身包含着一定的介绍、描述、分

析和论述，没有介绍和描述，比较不能进行，没有分析和论述，比较无法深

化。比较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现象开始，运用分类、对比、评价、解释的

方式，探寻德育现象之间的差异性、同一性，进而揭示其规律的理性程序。

在本书中，采取了多种具体的比较方法进行中新当代大学德育的比较。从

比较的范围看，从大学德育目标、内容、方法、途径四个方面做专题比较，从

中发现中新大学德育的共性和差异。从比较的目标划分看，选择中国和新

加坡做国别性比较，借鉴新加坡大学德育的成功经验，发展符合中国国情

的大学德育。从比较的方向看，选取中新当代大学德育的现状做横向比

较，比较分析两国当代大学德育的相同和不同之处。

（二）案例研究方法

在进行中新当代大学德育课程设置的比较研究时，选取了新加坡具有

代表性的大学如新加坡国立大学、新加坡理工大学等具体情况进行具体分

析，进而深化了对比研究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三）文献法

通过国外网站查阅新加坡大学德育的第一手资料，阅读国内外相关著

作；从中国知网检索相关论文等方式获取第二手资料，并对所获资料进行

比较分析和鉴别。

（四）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

历史方法是从历史的角度出发，通过分析中新当代大学德育的嬗变过

程，来探求当代大学德育的异同。用逻辑的方法，对中新大学德育的目标、

内容、方法、途径进行考察和比较，从中得出两国大学德育的共性和差异。

在上述基础上，得出中新大学德育比较研究对中国大学德育革新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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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比较研究的相关概念与理论

第 一 章

第一节　德育大学德育与比较德育

一、德育

古今中外，不同时期，人们对“德育”的理解是不同的。在西方，康德

时代之前虽存在德育之实，却无“德育”这个名词。１８世纪七八十年代，

康德把遵从道德法则，培养自由人的教育称为“道德教育”，与康德同时

代的裴斯泰洛齐也使用过“德育”。１８６０年英国学者斯宾塞在其《教育

论》一书中，把教育明确划分为“智育”“德育”“体育”，从此“德育”逐渐成

为教育世界中的一个基本概念。１８世纪的卢梭，１９世纪的赫尔巴特等

都先后提出了他们的德育思想，形成了各种不同的德育流派，如卢梭的

“自然教育论”、赫尔巴特的“主智说”。从２０世纪以来，关于道德品质的

心理结构及其形成过程，逐渐受到心理学家和教育学家的重视，形成了

不同的理论流派。其中有影响的是由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首先提

出，后来由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美国心理学家科尔伯格发展的认知派

的道德发展阶段论，和以社会心理学家班杜拉为代表的新行为主义的社

会学习论等学说。杜威在１９０９年出版的《道德教育原理》一书中，对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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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进行了心理学分析，提出了他的德育过程思想。他认为，平常大家

是把品德简单地设想成为结果方面，但是品德的内容一定要转化成为个

人自己的活动、习惯和欲望。因此，需要研究品德内部工作力量的体系。

杜威提出了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的力量、理智和情感三个方面的因素及

其相互关系。１９７１年，科尔伯格曾提出了道德判断力发展阶段的学说。

科尔伯格把道德判断力的发展过程分成三个水平、六个阶段，并认为这

些水平和阶段是顺序的意思，每个儿童一步一步地通过各个阶段，而且

普遍地不受社会文化条件制约，反映着人格的连贯性。这一学派强调提

高道德判断能力，不注意行为习惯的训练。而社会学习论认为，道德行

为是个体在所生活的社会中接受环境的影响，经过学习的过程而形成

的。这一学派在道德教育上主张提供良好的榜样，奖励学生的适当行

为，重视道德行为习惯的培养。

上述各种理论虽然为揭示德育过程提供了一定的心理依据，但主要是

论述道德品质形成的心理结构和心理过程，而不是道德品质形成的教育过

程。这些学说片面夸大了道德品质结构中某一种因素的作用，抹杀或忽视

了其他因素的作用。而且这些学说一般都是脱离了社会生产关系和社会

实践来研究道德过程。

近代以来，西方国家更加重视德育，纷纷把德育的改善与加强列入教

育改革的基本方案，如美国、日本、新加坡等。不过西方“德育”概念外延很

小，仅仅指“道德教育”。

中国古代很重视德育，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对道德修养及其过程有过

大量的论述。如孔子把学、思、习、行看作是道德修养过程的四个重要方

面。在《大学》和《中庸》中，思孟学派将德育系统化为“博学之、审问之、慎

思之、明辨之、笃行之”五个步骤，并且从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目的出

发，提出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达于修身的道德修养过程。在中国古代

的这些论述中，也提到了道德修养过程所包含的一些因素，如道德认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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