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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青春期不仅是打好学习基础的重要时期，而且是身心日趋发

展成熟的关键时期。青少年只有在身心健康的情况下才能精力

充沛地去学习，在学习中不断克服挫折，从而有效地提高学习成

绩。因此，对青少年进行身心健康教育势在必行。所以我们编写

了本丛书———《男孩女孩青春期教育系列》，旨在通过分析研究青

少年身心发展的特点和规律，揭示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

性，使学生充分理解和掌握青春期自我保健的各种知识，从而健

康地成长。

本丛书重点阐述了以下几方面内容：青春期心理健康教育的

内容、基本原则以及对青少年进行健康教育的主要办法；青少年

时期身体发育的特点及体育锻炼的重要性；青少年性器官和第二

性征发育的特点，以及在此期间应注意的卫生问题；青少年如何

正确地对待学习，净化生长环境；如何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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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价值观等相关内容。

本丛书语言浅显易懂，事例针对性强，操练设计切实可行，是

青少年进行青春期自我教育的首选书籍，也是家长送给孩子的首

选礼物，同时更是教师对学生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不可或缺的参考

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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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道德从哪里开始”

———品德概述

品德，即德性、道德品质，亦即个人的道德自

我、道德人格。因此，品德是道德行为者的心理

特征、内心状态。从字源来看，也是如此：德的基

本部分是右半部，从直从心，古代写作“惪”，指一

个人的内心状态。

品德是个体道德行为所表现的心理特征，更

确切地说，是个人在长期的、一系列的道德行为

中表现出来的稳定心理特征。黑格尔说：“一个

人做了这样或那样一件合乎伦理的事，还不能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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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他是有德的；只有当这种行为方式成为他性格

中的固定要素时，他才可以说是有德的。”因此，

我们不能因为一个人做了一两次好事便说他品

德好；同样也不能因为做了一两次坏事便说他品

德坏。

我国古代注释家把“德”注释为“得”，认为德

是按照道德规范去行事而心有所得：“德者，得

也。行道而有利于心者也。”即，品德也就是道德

由社会外在规范向个体内在心理的转化，也就是

道德规范在个人行为中的实现。

清华大学的校训为：厚德载物，自强不息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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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德的形成

一、道德从哪里开始

人的品德是如何产生的，究竟是“先天”就具有的，还

是“后天”发生的？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历来就有争议。

“先天”发生论把人的品德归因于某种“先天”或先验的因

素。如中国战国时孟子的性善论，就是把人的道德看成

人们本性中先验的固有的东西。《孟子·告子上》中说：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在他看来，

人一生下来就有四个“善端”，即所谓“恭敬之心”、“羞恶

之心”“辞让之心”和“是非之心”，仁、义、礼、智等道德品

质就是人把所谓先验的“善性”、“善端”加以发挥、扩充的

产物。遗传决定论从人的自然属性出发，把人的品德完

全看作是由生物遗传所决定的。认为人的品德早在生殖

细胞的基因中就被决定了，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只能

延迟或加速这些先天遗传能力的实现，而不能改变它。

如美国心理学家霍尔说过：“一两的遗传胜过一吨的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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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天”发生论认为，人的道德是在后天发生的，是教

育、后天经验、环境影响等的结果。如，先秦时荀子就提

出了“其善者，伪也”的思想，认为人性与生俱来就是恶

的，善的德性不是天生就有的东西，而是“教使之然也”。

美国行为主义者华生说：“给我一打健全的儿童，我可以

用特殊的方法进行教养，任意加以改变，或者使他们成为

医生、律师……或者使他们成为乞丐、盗贼……”法国唯

物主义者霍尔巴赫指出：“人的各种恶行和美德，他们头

脑里充塞的各种谬误和真理，他们所养成的各种可褒或

可贬的习惯，他们所获得的各种品质和才能，我们应当在

教育中去寻找它们的主要来源。”洛克的“白板说”强调人

的道德是在后天经验基础上形成的。环境决定论把人的

品德形成发展看作是不变环境的消极产物。他们夸大社

会环境对人发展的影响，完全否定生物遗传的作用，否定

人的主观能动性。如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德

性则由于先做一个一个的简单行为，而后形成的……由

于实行公正，而变为公正的人，由于实行节制和勇敢，而

变成节制和勇敢的人。”法国唯物主义者爱尔维修说：“人

是环境的产物，他一生的每一时刻中所处的环境使他成

为怎样的人，他就是什么样的人。”

在现代，提起个体品德的发生与发展，人们立刻就会

注目于瑞士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发生认识论”和儿童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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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柯尔伯格的道德发生发展论，以及以班杜拉为代表的

社会学习理论。皮亚杰在《儿童道德判断》一书中指出，

个体道德发生的问题，乃是“道德从哪里开始”的问题，也

就是在什么条件下和什么时候“学会遵守”道德规则的问

题。当个人开始学会遵守一定的道德规则之时，道德在

个人身上就发生了。皮亚杰等人的研究证明，人之初无

所谓道德或不道德，其行为是本能冲动的结果。上述理

论作为对个体道德发生发展的研究成果，不仅为道德发

生学的科学研究开了先河，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个体道

德发生发展的某些机制和规律，而且以无可辩驳的事实

证明了个体道德并不是与生俱来的东西，而是在后天发

生的，是在后天的生活实践中逐渐获得和形成的一种社

会规定和个性素质。马克思主义认为，遗传是先天的东

西，环境和教育是后天的东西。先天的遗传对于人的品

德来说，只是提供了形成发展的可能性，而不能决定形成

发展的现实性。对于人的品德形成发展的现实性，起决

定作用的是后天的社会条件与社会关系，即包括环境、教

育、个人社会实践在内的多方面的因素。

二、品德形成与发展的特点

品德的形成与发展表现出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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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人的品德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条

件中形成的。品德这种个体道德现象，是社会经济道德

关系的反映，是一定社会向人们提出的道德要求在个人

身上的内化，它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受着社会物质生活条

件和社会教育等的制约和影响。马克思、恩格斯指出：

“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也就怎样。因此，

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个人是

什么样的，还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事实上，

任何一个人在他出生的时候，是无所谓品德好坏的，只有

当他进入社会生活后，面对现实的经济关系和道德关系，

经过社会的教育，才能逐渐形成一定的品德。反之，离开

一定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就如同“狼孩”，不可能形成人

的道德品质。

以与个体品德形成关系最密切的家庭为例，一般认

为，个体品德的形成在婴儿期已经开始，家庭成为个体的

“第一道德课堂”。在婴儿期，孩子伴随对客观世界的认

识，开始以不同方式提出各种各样的要求。这时作为教

育者的家长一般会区分孩子的哪些要求是他实际需要

的，而哪些是违背道德原则、于道德生长不利的，前者尽

力满足，后者则断然拒绝。例如，有的婴儿常常把自己喜

欢的物件统统占为己有，不准任何人碰一碰，如果不及时

纠正，就会在无形中培养自私的心理。心理学家弗洛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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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了家庭成员对幼儿品德的影响作用。在家庭中，幼

儿在与家庭成员的接触过程中，看到行为榜样就仿效着

去做，因此而受到表扬或批评，受到宽容或谴责，由此获

得成功或失败的经验。这样，在头脑中逐渐形成一定的

道德观念，并和一定的道德行为建立起一定的联系。如

孩子看到兄长偷吃东西、打人，受到父母批评，而看到哥

哥帮助妹妹系鞋带，把大梨让给妹妹时，则得到父母的赞

许。这些批评和表扬，会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深刻的道

德行为印象，产生感性的道德认识，并模仿那些受到表扬

的行为，不做那些被认为是不好的行为，逐渐地就形成

“帮助人好、欺人坏”等观念。儿童的一些不良品质有时

也是由家庭塑造的。例如撒谎，往往由家长简单粗暴的

教育导致。如果孩子做错事承认了，反遭一顿打，而编了

谎话，反倒避免了挨打，久而久之，孩子就形成说真话挨

打、说假话安全的心理，养成不诚实的品质。因此，个体

品德是在一定的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离开了社会物

质生活条件和社会教育等客观环境的影响，品德是不可

能产生的。

第二，品德是在社会实践的基础上，经过个人的主观

努力而形成的。品德不是人消极地适应社会环境和被动

地受物质生活条件影响的产物，而是在改造客观世界的

社会实践基础上，经过个人的主观努力，自觉地锻炼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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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的结果，品德的产生是一个自觉认识和行为选择的过

程。在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社会条件中，离开了社会

实践，离开了主体的自觉意识和刻苦努力，同样不能自然

而然地形成一定社会所要求的品德。

第三，客观道德要求和主观道德认识之间的矛盾，是

推动品德形成和发展的动力。具体地说，随着社会经济

关系、道德关系的变化，社会对人们的道德要求也在变

化，从而势必与人们原有的主观认识水平形成差异或对

立。正是这一矛盾的产生和解决，推动了人们品德的形

成和发展。

第四，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是连续性和阶段性的统一。

在总的量的积累过程中，有若干不同阶段，在各个阶段上

又有各自的特点。就品德形成阶段而言，具有两大特点：

首先，道德认识上具有表面性、具体性的特点。儿童在一

开始对道德的接受总是具体的。如最初在家庭教育下只

知道帮助妈妈做事是好的，尔后逐步懂得帮助同学、做有

益于班级的事是好的，直到发展的较高阶段才能上升为

助人为乐这样一种深刻的认识。其次，具有极大的可塑

性。由于个体在品德形成阶段上具有表面性、具体性的

特点，所以内在道德心理比较脆弱、不稳定。在这种情况

下，如果家庭、学校、社会对儿童的道德要求一致的话，儿

童就容易形成良好的个体道德；相反，如果父母之间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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