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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细节德育能够扬长补短，是因为细节德育有利于德育要素的前后链接和德育机制的交互

作用。细节德育足以溯源固本，是由于细节德育将细化的德育目标与要求、实施和操作等，融化、整合与

落实在学生成长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之中，使学生在看得见、摸得着、行得了的道德学习与实践过程中，

实现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与发展。德育细节之所以必须改错纠偏，就在于实然德育中消极、负面、向下

的德育细节还随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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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节德育与德育细节的叩问、反思与应答

一、叩问德育的实效性，细节德育能够扬长

补短

德育的实效性不高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也是

不少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隐痛。问题的症结和关

键在哪里？笔者以为，在“落实”，在德育的“细节”
被忽视，至少是对德育的“细节”关注不够。这种

忽视和缺少细节关注的德育，在中小学的具体表

现主要有：一是德育目标偏高、偏大、偏空；二是

德育内容一定程度上脱离学生日常生活实际；三

是德育过程背离学生的道德发展认知水平；四是

德育方法过于简单化，前后缺乏关联性；五是德育

主体只是被动接受教育，缺少道德生成的主动性。
解决这些问题，实施和推行细节德育是具体而有

效的方法和措施之一。
1.从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要素看，细节德

育有利于学生主体道德认知、道德情感、道德意志

与道德行为的前后链接与相互转化

已有研究成果充分表明，主体道德品质的形

成与发展，一般是主体在道德认知的基础上，逐步

转化为道德情感、道德意志与道德行为的过程。对
于这个过程，就不同的主体和时空而言，其前后的

各环节可能在时间前后顺序与空间组合方式上会

有所变化，但就总体而言，这些要素都是不可或缺

的。也就是说，它们在主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

展过程中，都各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且这些

要素之间又是互为条件，相互影响，相互转化的。
要提高中小学德育的实效性，就必须立体、全面

地促进中小学生主体道德品质各要素的形成和发

展，而不能各自为战，更不能相互脱节。解决这个

问题的办法之一，就是关注德育细节，实施细节

德育。
2.从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的机制看，细节德

育有利于学生主体在道德本能的基础上，实现接

受暗示、非反思性选择和自主性选择的交互作用

和动态生成

有研究认为，主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是

以主体所拥有的道德本能为基础，通过接受暗示、
非反思性选择和自主性选择的交互作用来逐步实

现的。道德本能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本能性情感，

是人拥有德性，成为有道德的人的前提性条件。否

则，道德学习就不可能发生。主体道德学习的路

径，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渠道，那就是通过接受暗示

来完成的。这样一个心理过程，又总是伴随着情

感、意志和行为而协同发生的。非反思性选择是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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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暗示与自主选择之间的一种过渡性的道德学习

方式，它是主体在过往学习与生活经验的基础上，

面对比较熟悉或经历过的环境、对象所作出的“不

假思索”的反应。自主选择与接受暗示和非反思性

选择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自知性和反思性，因

此，就必然会有意志参与其中的决断，同时伴随行

动的实施与行为的践履。在这里特别需要注意的

是，主体在道德本能的基础上，通过接受暗示、非

反思性选择与自主选择进行道德学习，是一个整

体优化、协同作用的过程。细节德育有利于学生在

道德本能的基础上，实现接受暗示、非反思性选择

和自主性选择的交互作用，首先就是基于这一点

而言的。同时，还需要指出的是，道德本能，只是

一粒种子或一颗胚胎，能否发芽，能否长成道德的

参天大树，必须有“细节”的关注与照料，否则，随

时都可能夭折。在此基础上，学生主体道德学习的

过程，无论是接受暗示、非反思性选择，还是自主

性选择，又常常和特定的情境相关联，与具体的细

节相链接。没有了情境，离开了细节，接受暗示、
非反思性选择和自主性选择就有可能无从发生，

学生主体的道德学习也就难以顺利完成。而细节

德育正好在这一点上切合和顺应了学生主体道德

品质形成和发展机制的特点与要求。[1]

最近一组以沿边街景为背景的父子对话漫画

《爸爸说》，[2]为什么会火爆网络？究其原因就在于

爸爸在对孩子教育的过程中，极力避免了假大空、
高远全，不仅把德育的目标和要求具体化、对象化

和情境化了，而且在实施和操作上也微小化、生活

化和现实化了，实际上也就是强化和突出了细节，

因而必然会收到良好的效果。什么是自尊、自爱、
自强、自信、信任、自律、价值、知识、爱国、礼貌？

对于孩子来说，无论你作多么精妙绝伦的解释和

说明，他们都不一定能理解和认同。但是，一旦把

这些德育元素放在孩子日常的、具体的、现实的、
可观、可感、可行的生活细节之中，让他们来独立

思考、亲身验证，孩子不仅能明其理、动其情，更

能炼其志、恒其行。

二、反思德育的建构性，细节德育足以溯源

固本

德育的建构性，源于道德的建构性。道德的建

构性主要是指主体道德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是主

体自身积极主动建构的过程与结果，是主体自身

通过新旧经验的互动作用来逐步实现的。德育的

建构性，意味着需要将学生主体置于一定的道德

学习情境和社会文化背景中之，在教师、家长和社

会各方面的帮助和互动的影响下，充分利用各种

必要的道德学习资源，调动社会各方面的力量，促

使主体更好地实现和完成其道德建构的目标与任

务。对于这样一个过程，我们所要做到的不仅是思

想认识的到位，更加重要和更为关键的是行为方

式的转变。从以往的德育实践来看，虽然我们在思

想上一般总能认识到主体道德大厦的建构是一个

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离不开“一砖一瓦”的累积，

少不了“微尘细土”的叠加，但在实际操作过程中，

又常常忽视或缺少对学生主体道德品质形成的各

种重要的“细节”的关注与强化。一旦如此，学生

主体道德的建构就会演变成“空中楼阁”，一有风

吹草动，就可能轰然倒塌。因此，从这一意义来

说，细节德育实际上就是对德育建构性的积极回

应，因而也是对整个德育的返朴归真、溯源固本。
什么是细节德育？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

一个实践问题。
细节德育之“细节”，所指的并不是所有的微

观领域的细小的事物或行为，而仅仅指起关键作

用的、影响全局的微观领域的细小的事物或行为。
这其中的两个要点是缺一不可的，从眼前或表面

上看，它或许是微不足道的细小的事物或行为；但

从长远或本质看，它却能对人或事物的发展走向

或结果起影响全局的关键作用。这种“细节”的显

著特点之一是，你重视了、关注了、做到了，就一定

能起到立竿见影、吹糠见米的即时效应，但是，如

果你忽视了、遗漏了、不做了，就有可能出现一着

不慎满盘皆输的严重后果。
细节德育之“细节”，它既可能是主体道德品

质形成和发展要素中的“细节”，即主体道德认知、
道德情感、道德意志、道德行为形成和发展中的

“细节”，也可能是主体道德品质形成和发展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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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细节”，即主体在道德本能基础上实现接受

暗示、非反思性选择和自主性选择的交互作用中

的“细节”。这意味着细节德育之“细节”，无处不

在，无时不有。
学细节德育，就是将细化的德育目标和要求，

以及细化的实施和操作等，融化、整合特别是落实

在学生主体成长与发展过程，尤其是道德品质形

成与发展过程的每一个细节之中，进而充分满足

学生主体的一般需要和个性需要，激发其内在的

潜能，使学生主体在看得见、摸得着、行得了的道

德学习与实践过程中，实现良好道德品质的形成

与发展。具体来说，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1.就德育的目标和要求而言，要将德育的宏

大目标、笼统要求具体细化为学生可以看得到、想
得到、做得到的程度，以实现德育的细小化、具体

化、现实化，让学生易认知、易体验、易感悟

新加坡不少中小学对学生品德都有由近及远

的目标要求。如培养美德的目标，他们提出的具体

要求是：①约束自己；②做正确的事；③以善待和

尊敬的态度去对待别人。培养谦虚的目标，他们提

出的具体要求是：①以他人的需要为重点；②勇于

认错；③不夸耀而真诚地去帮助别人。[3]有了这样

的目标和要求，学生就能非常清楚自己应该做什

么、能做什么、能做到什么。
2.从德育的实施和操作来说，要从点滴处入

手，从细微处着眼，把德育内容镶嵌、溶入在德育

过程的细节之中，并努力做到层次分明、循序渐进

地安排这些富有德育意义的细节活动，让学生积

小德成大德，真正成为一个大写的人

苏州市沧浪实验小学曾在学生中做了一个问

卷调查。其中主要有十个方面：①文明礼仪：你见

到老师、长辈主动打招呼吗？②文明行为：你遵守

交通规则和公共秩序吗？③爱国情感：你想为学

校、为家乡做点什么力所能及的事？④精神追求：

你感到最快乐、最幸福的事是什么？⑤品格特征：

你承诺的事能做到吗？⑥德行操守：你能不能真诚

地帮助别人？⑦学习品质：你能努力地去学习小学

生应该掌握的基本知识吗？⑧劳动习惯：你能做好

值日生、做些家务吗？⑨心理素养：你会正视自己

的缺点、看到别人的优点吗？⑩基本美德：你有爱

心和同情心吗？ [4]从这个调查表中，我们可以看

到，如果仅有前面“文明礼仪”等方面的笼统指向，

而没有后面实际事件的具体指向，孩子就有可能

不知所云，更不要说付诸行动了。

三、应答德育的二重性，德育细节必须改错

纠偏

德育的整体性表现为德育的无处不在，无时

不有，不管你是精心策划的德育活动，还是随意为

之的日常行为，都会对学生产生一定的德育影响。
从这一意义上说，学校的一切活动与行为，乃

至静态或动态的存在物，都在有意或无意地发挥

着德育的功能。但这种功能具有二重性，即既可能

是积极的，也可能是消极的。正因为如此，苏霍姆

林斯基特别强调，无论是种植花草树木，还是悬挂

图片标语，或是利用墙报，我们都将从审美的高度

深入规划，以便挖掘其潜移默化的育人功能，并最

终连学校的墙壁也在说话。显然，我们希望学校所

发生的一切“说话”，必须而且应当是积极的、正面

的、向上的“说话”，而不是相反。正因如此，我们

在考虑和实施德育的全过程中，就不能不特别关

注一切德育时空中的每一个细节，尤其要经常检

视和排除学校生活中有可能对学生产生消极、负

面影响的细节，以实现学校德育过程的立体性与

德育时空的全面性，进而实现中小学德育整体建

构的要求。
从当前中小学德育的实然状态来看，只要略

加观察（不需要深入探究）就会发现，反德育或者

说消极、负面的德育细节还是随处可见的。更为严

重的问题是，不少学校和老师已经把这种“实然状

态”当成“习以为常”的存在和“司空见惯”的现

象，因而也就没有想到去改变，致使这些问题长期

得不到解决。要解决问题，首先要发现问题、认识

问题。
对此，高德胜先生为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示

范，他在其《道德教育的 20 个细节》[5]一书中，列

举了当前学校日常教育行为中的 20 个细节，并作

了具体而深刻的剖析。这 20 个细节，或许不一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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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全存在于每一所学校、每一个教师身上，但还是

具有一定的普遍性的。特别是有些细节，就在我们

学校、就在我们身上，不过我们并不自知，更不知

道它的危害性有多么严重。为此，我们每一个学校

德育工作者，应当有这样的责任与义务，对学校所

有可能发生的德育细节进行一个系统全面的梳

理，进而在此基础上进行有效地继承利用和不断

地改错纠偏。而后一个方面或许是当前我们工作

的重点，即发现问题和认识问题，进而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就当前而言，不良“德育细节”的改错

纠偏，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

1.师生关系中不良德育细节的改错纠偏

比如，不少学校和班级制定的各项规章制度，

常常是从方便教师管理来着眼的，有些条文还比

较苛刻，但这一切往往被空洞的“为了学生好”而

给掩盖了。再比如，在各种不同类型、不同级别的

公开课、比赛课中，学生成了教师手中的木偶，成

了教师表演的工具，学生的合法权益被漠视，学生

的生命存在被淹没。
2.教学（教育）行为中不良德育细节的改错

纠偏

比如，在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教师强行批改

学生日记是一个比较普遍现象。其实，这是一种明

显的违法行为、侵权行为。然而，不少教师并不以

为然，依然我行我素。这种负向示范，对学生心灵

和人格的伤害却很少有人去深究和消除。再比如，

在不少中小学仍然在倡导一种竞争性学习观，把

学习的主要目的仅仅定位在“战胜竞争对手”上，

所奉行的是“把别人踩在脚下”的行为逻辑。或许

正因如此，才有了“提高一分，干掉千人”的口号

流行于不少学校。
3.日常生活中不良德育细节的改错纠偏

比如，教师承包学校的小卖部、教师私办小食

堂，还美其名曰“方便学生”，其实明眼人包括学

生都能清楚地看到，一切都是为了金钱利益的争

夺。当学生这样来看我们的教师，我们还怎么去教

育他们？再比如，学校对卫生要求的“歇斯底里”
完全超越了基本生活的需要。其中最典型的是，学

校把学生宿舍特别是女生宿舍，当成了学校对外

展示的窗口。学生宿舍这一“私密空间”变成了陌

生人 （其中不少是所谓的领导） 可以肆意进入的

“公共场所”。其实，这是对人的尊严的严重蔑视，

是对学生隐私权的无情侵犯。
4.时空设计中不良德育细节的改错纠偏

比如，在学校或教室的醒目位置摆上各种名

目的“倒计时牌”，中考、高考有，期中、期末考试

有，甚至发展到开展某一项活动都有“倒计时牌”，
时刻给学生造成一种“时不我待”的紧张感、压迫

感和危机感。这时时存在的“紧张感、压迫感和危

机感”，让学龄儿童本来应该具有的淡定从容的学

习生活不见了，让自在浪漫的童年生活消失了，它

对儿童身心的伤害是显而易见的。再如，不少中小

学的教学楼里是没有厕所的，而大学的教学楼、机
关事业单位的办公楼，却一般都有，甚至每个楼层

都有。这只能说明一点，在我们的设计理念中完全

无视儿童的基本需要。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但可以窥一斑而见全

豹。问题的复杂性与严重性，远远超过我们的想

像。中小学不良德育细节的改错纠偏还任重道远，

需要我们理论与实践工作者携手努力，共同攻关，

为实现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做出我们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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