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索》2007年第 1期

对“道德教育” 、“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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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学 、德育原理中最基本 、最常用的概念 , 但学术界对这几个概念之区别尚不清晰。本文对这三个概念进

行辨析 ,旨在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 使我们更加明确各自研究的领域 , 并在研究中正确地运用这些概念 , 以便于国内

国际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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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是思维的工具 ,对概念的厘清是理论研究

最基础性的工作。“道德教育” 、“德育” 、“思想政治

教育”是思想政治教育学 、德育原理中最基本 、最常

用的概念。但是 ,当前学界对这几个概念的认识仍

然是模糊的 ,对它们之间的关系不够明晰 ,或停留在

任意各自表达的状态 ,缺乏科学的界定。这不仅不

利于思想政治教育学 、德育学科理论和实践研究的

深入开展 ,也会影响到国内国际的交流 。笔者认为 ,

有必要厘清三者的关系 ,对其进行科学的界定 。

一 、“道德教育”与“德育”概念的辨

析

对于“德育”概念的理解 ,一般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狭义德育是道德教育的简称 ,这是从伦理学体

系上界定的 。广义德育是从教育学上界定的 ,德育

“是相对于智育和美育来划分的 ,它的范围很广 ,包

括培养学生的思想品质 、政治品质和道德品质”
[ 1]
。

道德教育 ,即培养道德素质的教育 ,它以道德这种社

会意识形态为内容 ,包括社会公德 、职业道德 、家庭

美德三个部分。由此 ,狭义德育被包含在广义德育

中 ,它极易造成研究的困难和思想的混乱 。因为 ,对

德育概念解释的不同 ,就反映了对德育范畴理解的

角度和价值取向不同 ,其最终会影响到我们对德育

内容和德育实践活动的理解 。

(一)主张德育即道德教育观点的依据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的理由是:一是德育的概念

是由国外传入我国的 ,二是国外没有广义德育的概

念 ,三是中国近现代教育起始 ,德育就是道德教育的

简称。

他们从“德育”概念的历史由来进行分析。认

为 ,“德育”(moral education)作为教育世界中的一个

基本概念和常用术语最早是英国学者斯宾塞(H·

Spencer)在他的《教育论》(1860年)一书中提出来

的 ,他把教育划分为“智育(intellectual educationg)”、

“德育(moral education)” 、“体育(physical education)”。

在我国最早使用“德育”这一专门术语是 1902年《钦

定京师大学堂章程》 ,章程中写道“外国学堂于知育

体育之外 ,尤重德育” 。1904年 ,王国维以“德育”与

“知育” 、“美育”三词 ,向国人介绍叔本华的教育思

想 。1906年 ,他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正式使用“德

育”这一术语 ,他所说的“德育”是指道德教育 。1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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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唐钺等人编撰的《教育大辞书》对“德育”也作“道

德教育”的理解:“德育为教育之一方面 ,以儿童之道

德心之陶冶为目的” , “是德性之熏陶。”同年 , 王克

仁 、余家菊等人所编的《中国教育辞书》认为:“道德

教育训练道德品格之教育也。一称德育 。”
[ 2]
可见 ,

“德育”一词最初使用仅指道德教育。此外 ,国外没

有“政治教育” 、“思想教育”这些名称。

因此认为 ,德育应该仅指道德教育 ,把德育定义

为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 、道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的

总称 ,是德育泛化的表现 ,并指出泛化的德育界定有

以下几大弊端。其一 ,将德育视为思想意识领域无

所不包的范畴 ,实际上也取消了这一概念本身 。其

二 ,目前教育学或德育原理方面的著述往往在下定

义时讲德育是“思想 、政治 、道德教育” ,但由于思想

教育 、政治教育的心理机制并不等同于道德教育的

心理机制 ,可资借鉴的西方德育心理学主要讨论的

是道德教育 ,所以在论述德育过程或德育心理机制

等问题时又通变成了泛化的道德教育过程或心理机

制等等描述 ,这在理论体系上存有致命的逻辑问题 。

其三 ,过于宽泛的德育概念在理论上往往使人无法

在一个共同的语境下讨论德育的问题 。其四 ,致使

在实践中让德育承担其所不能承担的任务 ,而忘却

其最根本的目标。其五 ,在德育实践中容易使道德

问题与政治 、思想 、法制或心理问题相混淆 ,采取错

误的教育策略。因此 ,有关德育外延的界定应当遵

循“守一而望多”的原则。所谓“守一”即严格意义上

的德育只能是指道德教育
[ 3]
;并有学者呼吁:“为`德

育' 正名 ,把它严格限定为`道德教育' ,把政治教育 、

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道德教育统称为`社会意识教

育' ,目的在于理顺政治教育 、世界观和人生观教育 、

道德教育之间的关系 ,促进各自的研究和理论建

设。”
[ 4]
这些观点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并有其合理性 ,

但是它却不符合我国拥有的悠久的德育历史和现代

教育实际情况。

事实上 ,英语的“moral”含有“道德的 ,品行端正

的 ,道德教育的 ,精神上的 ,道 义 上 的 ,教训 ,伦理”

等含义。
[ 5]
把“moral education”译为德育是由于在当

时的历史条件下 , 尚缺乏对道德理论的系统研究 。

从英语词义上来看 ,把“moral education”译为“道德教

育”而不是“德育”应更确切一些 ,既符合国外道德教

育的实际情况 ,也符合我国的教育培养目标所要求

的“德 、智 、体全面发展” 。鲁洁等教授认为 ,在中外

教育史上 ,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 ,在教育思想 、教

育政策 、教育实践领域 ,道德教育 、政治教育 、法制教

育 、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思想

品德教育等概念均曾单独或并列地被运用过。只是

由于语言习惯的原因 ,有的人仍不愿用德育这一广

义概念;有的人由于工作岗位和德育重点内容的不

同 ,也不愿使用广义的德育概念;更多的人是由于对

道德与德这两个不同词的含义区分不清 ,而不使用

广义德育的概念。即使在共同运用德育这一概念过

程中 ,也存在着对其含义的不同理解和各行其是的

情况
[ 6]
。因此 ,所谓为了“与世界接轨”而用“德育”

代替“道德教育”概念的理由是站不住脚的 ,其最终

结果会造成人们在研究中思想上的混乱。其实 ,任

何一个概念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完善。

(二)主张德育即政治 、思想 、道德教育观点的依

据

持这一观点的学者的理由 ,一是认为它符合我

国的教育实际 ,二是认为符合我国的德育历史。他

们认为:“如果把德育放到德 、智 、体的关系之上 ,从

德育在学校的位置上来看 ,相对于智育 、体育而言 ,

德育承担对人的除智 、体以外的教育 ,因此不能也不

应仅限指道德教育 ,或者用道德教育取代其他诸如

思想 、政治方面的教育 。这是因为学校对学生的教

育仅有道德教育是不全面的 ,理应还要对学生进行

思想 、政治乃至心理健康方面的教育 。”
[ 7]

王立仁教授在其专著《德育价值论》中 ,对“德”

的词源及依据我国教育的实际进行分析 ,认为德与

道德是两个不同属性的概念 ,德育就是育德活动。

他认为 ,在西周初期的金文中 ,德字就已经有了现代

德字的形状:由彳 、直和心三个字组成 ,即是在“直”

下面加上一个“心”字。这个心字意味着德的行为既

要发自内心又要正直。德首先和基本上是一个政治

的概念 ,然后才是一个哲学概念 。“我们说德首先和

基本上是一个政治的概念 ,并不意味着德仅仅是一

个政治概念 ,而是说德在原初上是一个政治概念 ,在

后来的德发展过程中 ,它基本上是一个政治概念。”

黄崇岳在其《中国历朝行政管理》一书中曾谈到:

“`德' 既是统治阶级的自我修养和行为规范 ,又是一

种统治手段 。”作为政治概念 ,德有三层涵义:第一层

是指能力 ,第二层是指德的方法 ,第三层是指治国方

略 。因此 ,德与道德是属于不同属性的概念 。道德

不是由统治者提出来的 ,它来自社会和世俗 ,是用来

调整个人和个人以及社会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准则。

而德则是一定社会对人的思想 、政治 、法纪和道德等

品质的标准和要求
[ 8]
。所以 ,德不仅仅是道德 ,它包

括政治思想法纪和道德品质 ,道德只是德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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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即育德的活动 ,不仅仅指道德教育 。

基于以上分析可知 ,育德这一活动在我国古代

就已经开始 ,而德育的概念从教育史角度来看 ,是起

始于中国近现代教育 ,多半是作为道德教育的简称

或同义语 ,主要是受国外的影响。到了 20世纪 80

年代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内容的不断丰富 ,人们

逐渐感到作为道德教育简称的德育不能适应社会发

展的要求 ,迫切需要扩大德育的含义 ,将道德教育 、

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等收进德育这一概念中来 。这

不仅获得了学术界 、政府文件的认同 ,而且在教育界

中得到推广。当然 ,在研究过程中 ,对于思想教育 、

政治教育 、道德教育这些内容应区别对待 ,毕竟道德

教育是一种规范性教育 ,政治教育是方向性教育 ,思

想教育是认知性教育 ,它们各自应遵循的原则 、教育

的方法和途径有所不同。要真正提高德育的实效

性 ,还必须对德育所包含的具体内容及其方法进行

分门别类的研究 。

之所以作如上辨析 ,目的在于使理论工作者和

教育者在研究过程中 ,明确自己所研究的内容 ,正确

使用这两个概念。如果是对德育的整体进行研究 ,

则使用“德育”概念 ,如果仅是就道德教育进行研究

就直接用“道德教育” ,而不要使用“德育”一词 ,以免

发生歧义 。

二 、“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之辨

析

“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这两个概念之间有没

有区别 ?在何种情况下使用“德育”概念 ,何种情况

下用“思想政治教育”概念 ?在现实中 ,我们常常发

现许多人没有弄清二者的关系。实际上 , “德育”与

“思想政治教育”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

(一)二者之联系:目的和内容的基本一致性

德育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求 ,有

目的 、有计划 、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系统的影

响 ,把一定的社会思想和道德转化为个体思想意识

和道德品质的教育”
[ 9]
。鲁洁等教授认为 , “德育是

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和受教育者的需要 ,遵循品德

形成的规律 ,采用言教 、身教等有效手段 ,在受教育

者的自觉积极参与的互动中 ,通过内化和外化 ,发展

受教育者的思想 、政治 、法制和道德几个方面素质的

系统活动过程。”
[ 10]
这一界定 ,比较全面地揭示了德

育的内涵和本质属性 ,同时也把德育应遵循的原则 、

使用的手段和方式都表述在了其中。

“思想政治教育”概念可以说是从“思想政治工

作”中引申出来的 。随着“思想政治工作”概念的广

泛使用 ,“思想政治教育”也逐步广泛地流行起来 ,并

成为一个定型的规范的基本概念 。1940年 3月 19

日 ,陈云同志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第五期学生毕业

大会上的讲话中 ,首次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概念 ,

主要是指端正党的路线 、方针和政策
[ 11]

。“思想政治

教育”的概念最早是在 1950年 2月第一次全国学校

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 , “坚决地贯彻思想政治教育的

进行 ,是现行学校中开展民主主义学习的主要关

键 。”同年 6月 ,朝鲜战争爆发 ,教育部明确提出 ,高

等学校“要迅速改变一般的思想政治教育 ,而有计

划 、有系统地进行以抗美援朝为具体内容的政治教

育”
[ 12]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 ,我国同时使用 “思想

政治工作”和“思想政治教育”两种提法 。随着思想

政治教育学科的建立 ,学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概念

进行界定 ,逐步明确了“思想政治工作”与“思想政治

教育”之间的区别。思想政治教育是思想政治工作

的基本内容 ,而不是思想政治工作的全部 ,它是受政

治制约的思想教育和侧重于思想理论方面的政治教

育 。从外延来分析 ,思想政治教育应包括政治教育 、

思想教育 、道德教育等内容 。目前对于“思想政治教

育”概念的界定 ,学界多采用张耀灿等著的《现代思

想政治教育学》中所作的界定:“思想政治教育是指

一定的阶级 、政党 、社会群体按照一定的思想观念 、

政治观念 、道德规范 ,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 、有计划 、

有组织的影响 ,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 、一定阶级

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
[ 13]

。

从上分析可知 ,德育及思想政治教育所研究的

内容是基本上一致的 ,都是研究如何对人们进行政

治教育 、思想教育 、道德教育;其主要目的都是培养

符合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合格的人才 ,当前在

我国就是要培养有理想 、有道德 、有文化 、有纪律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二)二者之区别:教育的对象及教育的侧重点

不同

由上分析 ,德育研究的内涵与外延与思想政治

教育具有基本一致性 ,它们之间的研究有很大的交

叉性 ,所不同的是德育研究重心在于学校德育 ,而思

想政治教育研究则涵盖了人的一生和社会的各个领

域 。可以这么说 ,德育是思想政治教育的一个阶段 ,

是对人生中在校学习阶段所进行的思想教育 、政治

教育 、道德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 。简言之 ,德育与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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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研究对象的侧重点不同 。

陈立思教授对二者的区别作了具体的论述:“思

想政治教育是一项教育实践活动 ,它泛指一切对人

的思想政治品德发生影响的活动 ,而德育则是限于

学校范围的思想政治教育 ,与智 、体 、美 、劳诸育并

列。二者的区别主要有两点:其一 ,从施教主体来

看 ,思想政治教育的主体可以是一切社会机构 、组织

团体和个人 ,而德育的主体主要是学校教师和学校

行政管理人员。其二 ,从社会功能来看 ,德育主要是

`育人' ,侧重于`教育' ,而思想政治教育除此之外 ,

还担负有化解社会矛盾 、引导社会发展 、维护社会稳

定等任务。”
[ 14]
胡守■教授也认为 , “同智育 、体育 、

美育 、劳动教育相对应的德育 , 是一个更广泛的概

念 ,它是学校对青少年学生进行道德教育 、政治教育

和思想教育的总称 。”
[ 15]
由于教育对象不同 ,其年

龄 、心理特征也不同 ,教育的侧重点也有所不同。对

青少年开展的德育侧重强调思想品德教育 ,侧重于

促进学生思想品德的发展 。而思想政治教育的对象

虽是全体社会成员 ,但是以成人为主 ,教育的侧重点

是思想教育和政治教育。

基于此 ,我们在开展理论研究时就必须注意正

确使用这两个概念。如果研究的是青少年学生群体

的思想教育 、政治 、道德教育 ,一般应使用“德育”这

个概念 ,如小学德育 、中学德育 、高校德育(由于高校

教育的特殊性 ,亦称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等 ,这是根

据我国的教育目标 ,相对于智育 、体育而言。而对其

他成员的思想教育 、政治教育 、道德教育则使用“思

想政治教育”的概念 ,如军队思想政治教育 、农村思

想政治教育 、社区思想政治教育 、企业思想政治教育

等等 ,而不能使用诸如“企业德育” 、“农村德育”这样

的概念。

结　　语

任何一个概念的演变都必然经由一个从模糊到

准确的过程 ,且其演变还会受到当时的社会政治 、经

济 、文化背景的影响 。对“道德教育” 、“德育” 、“思想

政治教育”三个概念的辨析 ,使它们各自的研究领域

更加明晰:道德教育所涉及的范围最小 ,它主要是对

受教育者进行道德认识 、道德情感 、道德意志 、道德

行为的培养 ,内容包括社会公德 、家庭道德 、职业道

德三方面教育。学校德育研究内容与思想政治教育

研究的内容都包含政治教育 、思想教育 、道德教育 ,

但是学校德育所研究的对象范围较小 ,仅是在校的

青少年学生群体;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的对象范围最

大 ,它包括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即学校德育)、企业思

想政治教育 、农村思想政治教育 、社区思想政治教

育 、军队思想政治教育等等。只有厘清它们之间的

关系 ,才便于学者 、教育者在共同的话语体系下交流

而不会产生歧义 ,也便于进行国际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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