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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规训和德性养成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二者共同影响着公民道德教育的持续健康发

展。然而，在公民道德教育中人们片面重视行为规训、制度规范的德育功能，忽视了道德修养、德性养成、

人格教育，出现了道德信仰失落、道德行为失范等德性养成缺失。因此，公民道德教育不仅要重视道

德规范约束、社会舆论监督等行为规训，还应当注重道德修养教育、个体道德内化等德性养成，促进

公民道德教育从行为规训向德性养成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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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道德教育应从行为规训转向德性养成
王  瑛

在公民道德教育中，教育者多以制度约束、刚性管理、

行为规训等方式开展道德教育，忽视了个体的道德内

化和德性养成，培养出许多知行相悖的“伪君子”，影响了公

民道德教育的有效性。因此，应当推动公民道德教育从行为

规训向德性养成转换，建构以德性养成为内核的公民道德教

育体系。

德性养成和行为规训：公民道德教育的两种基本方式

公民道德教育涉及内外两方面因素，即个体的道德修养、

道德学习等内在因素和社会的行为规训、社会约束等外在因

素，这两方面因素共同影响着个体的道德生成，决定着公民

道德教育的有效性。所以，可从行为规训和德性养成两方面

分析公民道德教育问题，探索公民道德教育的方法路径。

第一，行为规训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外在方式。行为规训

是以规范伦理学为理论基础的道德教育形式，也是公民道德

教育的主要方式，要深入把握行为规训的内在本质及内部规

律，就需要对规范伦理学有一定的了解。规范伦理学是以价

值合理性和义务为主要研究内容的伦理学。在规范伦理学看

来，应当以道德责任、道德义务、道德标准规范人的言行举止，

矫正个体的道德行为、道德习惯。显然，规范伦理学为道德

教育提供了清晰、明确、具体的道德内容、行为规范，对于

加强公民道德教育具有重要意义。近代以来，外在的道德规范、

明确的道德要求成为公民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社会舆论评

价、制度规范约束成为道德教育的主要方式，这些推动了公

民道德教育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对于提升公民道德教育效果

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德性养成是公民道德教育的内在方式。德性养成

是以个体的道德理想、道德需要、道德动机为出发点，以善良、

宽容、节制、友善、诚信、自律等美德为道德要求，以个体

的道德学习、道德自律、道德实践为主要方式的道德教育理

念。在传统社会中，由于法律制度不健全、社会环境比较封闭，

德性养成是最主要的德育方式，也是培养理想道德人格、维

护社会道德秩序的重要途径。中国传统道德教育就是以德性

养成为主要教育模式，比较重视人格修养、道德内化、自我

完善等在个体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在以德性养成为主的德育

模式下，教育者比较重视个体的道德动机、道德需要、道德

人格、道德体验，多以思想灌输、心理辅导、思想沟通、舆

论宣传等方式开展公民道德教育。这种道德教育方式能够激

发个体的主体能动性和创造性，从而赋予道德教育更多的人

文关怀、价值意义。

德性养成缺失：当代公民道德教育的现实困境

德性养成和行为规训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二者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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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构成了公民道德教育的基本方式。当今，人们片面重视法

律法规、制度规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忽视了道德修养、

德性养成、人格教育在公民道德教育中的作用，出现了道德

信仰失落、道德行为失范等德性养成缺失的现象。

一是道德信仰失落。道德是以个体的道德良心、道德信仰、

道德习惯为前提的，只有当个体树立道德信仰、养成道德习

惯时，才会自觉践行道德原则，主动遵守道德规范。在现代

社会中人们往往将道德教育等同于法律教育，将行为规训作

为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以制度约束、刚性管理、奖惩机制

等方式开展道德教育，但是这并不能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

为个体的道德信仰，也无法从根本上提高全社会的思想道德

素质。在这种情况下仅仅依靠行为规训、法律惩戒、制度约

束无法解决社会生活中的各种道德乱象，需要舆论宣传、道

德教育、道德修养等方式将外在的道德要求转化为个体内在

的道德信仰。

二是道德行为失范。个体的道德自律、道德能动性往往

是动态的、不确定的，很容易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同时，

个体的道德判断、道德认知、道德信仰也是主观的、个性化的，

很容易受到道德相对主义的影响。所以，在行为规训为主的

公民道德教育模式中，往往会出现知行相悖、知而不行等道

德失范问题。例如，在人际交往和社会活动中，每个人都知

道应当诚信待人、义利兼顾、表里如一、坚守道德底线，但

在面对道德选择时一些人却选择了损人利己、弄虚作假、背

信弃义，给他人和社会带来许多负面影响 ；又如，多数人都

知道应当遵纪守法、尊老爱幼、孝敬父母、爱护公物等，但

是违纪违法、不赡养老人、破坏公共设施等现象仍随处可见 ；

再如，酒后驾驶、高考替考、企业虚假宣传等道德失范行为

屡禁不止，论文作弊、欠贷不还、制假贩假、偷税漏税、贪

污腐败等行为失范现象屡有发生。显然，这些道德行为失范

问题与个体道德内化缺失、个体道德信仰虚无等有着密切联

系。这些充分说明以行为规训为主的公民道德教育并未从根

本上提高我国公民的道德素质。

从德性养成的视角探索公民道德教育之路

在行为规训和制度约束等因素影响下，社会道德渐渐成

为与个体生命成长和自我发展相对立的价值范畴，个体的道

德生命逐渐凋零，社会道德内蕴的人文关怀、生命境界、价

值追求等也不复存在。因此，应当从德性养成的视角探索公

民道德教育之路，将道德内化、人格培养、自我修养等作为

公民道德教育的重要方式，在德性养成和行为规训的协调互

动中促进公民道德素质的提升。

首先，充分发挥个体道德主体性。在复杂的现代社会和

多变的日常生活中，人的道德选择和社会行为往往受到新闻

媒体、人际关系、社会环境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如果

一味地用行为规训的方式开展道德教育，忽视个体道德行为

的特殊性、具体性，必然会扼杀个体的道德自由、道德尊严，

进而影响个体道德素养提升。所以，在公民道德教育中应当

充分尊重个体的道德体验、道德情感、道德尊严，充分关注

个体的道德动机、道德理想、道德人格以及个体所处的道德

环境，为个体道德内化、道德成长提供更为宽松的道德空间。

其次，以道德教育促进德性养成。在公民道德教育中，

应当将道德生活、道德体验、复杂的道德动机作为道德教育

的出发点，引导个体反思自己的道德观念、道德认识、道德

实践，促进个体的道德内化、人格培养。还应当从价值多元

化的时代语境出发开展道德教育，充分尊重个体在道德生活、

道德认知、道德信仰等方面的多样性和差异性，为个体的道

德完善和道德发展提供宽松的道德空间。此外，应当通过舆

论宣传、文明创建、道德人物评选、道德理论宣讲等方式开

展公民道德教育，为公民道德建设营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最后，以道德实践促进德性养成。在公民道德教育中，

应当将道德实践作为德性养成的重要方式，在道德实践中培

养个体正确的道德认识、道德情感和道德信仰。培养个体正

确的道德认识，是正确的道德实践的前提，只有当个体形成

正确的道德认识后，才能够作出正确的道德选择和道德实践。

所以，应当通过道德宣传等方式培养个体正确的道德认识。

此外，应当将“知行合一”作为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建立

客观公正的道德评价体系，更好地发挥道德评价对个体道德

实践的激励和引导作用。

（作者为湖南科技学院传媒学院党总支书记，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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