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通过分析典里素例可知
.

了解儿鱼是进行道速教育的前提
.

有 意义 的

道速体验是道速内化的 吴键
.

合理的速育实施途径是取得理想道连教育成

效的保障
。

这一认识对我们具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重启 示
。

案例所蕴含的道德教育规律与启示

口 李福春

一
、

典型道德教育案例选取

在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
,

人们常采用

案例进行
,

这样做往往能动之以情
,

晓之以

理
,

从而避免空洞的说教
。

一般说来
,

这些

案例中既有教师
、

学生亲身经历的故事
,

也

有别人的故事
,

因为它们与生活紧密相联
,

生动形象
,

深具感染力
,

故而深受广大教师

的青睐
。

事实上
,

没有行动的道德教育往往

流于纸上谈兵
,

效果欠佳; 没有道德教育的

教育教学活动也是缺乏意义的
。

德国著名教

育家赫尔巴特就是从这个意义上提倡教育性

教学的
。

从 当代教育的认识来看
,

教师是研

究者
,

更是德育研究者
。

学校作为实施道德

教育的重要空间
,

教师怎样在这一空间里对

学生进行有效的道德教育呢? 笔者认为
,

案

例中蕴含着某些具有启发意义的道德教育规

律
,

可以使德育理论
“

活化
”

起来
。

本文仅

选取一则比较典型的案例 《毕姆小姐的学

校》 来作分析
。

《毕姆 小姐 的学校》 一 文主要讲 了一位

中等年纪
、

很有威信
、

和蔼可亲
、

通达透彻
,

被称为毕姆小姐的女性在花园般 的学校里 通

过别具匠心的安排
,

实施一种巧妙 的教育方

法的情况
。

在她所经营的学校里并不进行大

量教学
,

来这里就学的儿童所上的正 式课程

并不 是很 多
,

不外乎一些必需的实用课程
,

而且即使这些也 只限于最单纯的内容

—
也

就是加减乘除与作文练 习之类
。

至于其余的

课程
,

不 是由老 师读一 些书籍给他们听
,

便

是教他们看 图识物 ⋯ ⋯ 只 要求他们专心 听

讲
、

遵守秩序就可 以 了
。

这所学校具有独 创

性的地方在于其宗旨
,

即教人如何懂事
—

教授人情事理与公民知识
。

为 了使学生幼稚

的心 灵真正能够理解和 同情疾苦与不幸
,

必

须使 他们 实际 参加进去
。

所 以 一 个学期 当

中
,

每个孩子都要过一个盲 日
、

一个瘸 日
、

一

个聋日
、

一个残疾 日和一个哑 日
。

这意味着

他们在每件事上都需要别人扶持
,

而别的孩

子也被分派去帮助他们
,

引领他们
。

这则案例对我们回答上述问题有颇多启

示
。

二
、

特殊的日子能带给学生什么

德国著名哲学家
、

教育人类学家博尔诺

夫非常注 重生活中的遭遇对人的影响与作

用
,

他说 : “

只有少数重大的特定经验可以

称作遭遇
,

他们闯入人的生活
,

突然地
、

往

往令人痛苦地中断人们的活动
,

使之转向一

个新的方向
。

这主要涉及与他人的遭遇
,

他

们命中注定要进入人们的生活 (在教育领域

与教育者的遭遇 )
。

遭遇到的也可能是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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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艺术品
,

也可能是某一哲学家的著

作
,

它将导致有关人的生活发生重大的改

变
。 ”川人在生活中总会莫名其妙地遭遇一些

偶然事件
。 “

生命的连续性因同某人
、

某作

品
、

某事件
、

某种灾难偶然遭遇而突然
‘

中

断
’ ,

从而失去原来的生命秩序和方向
,

坠入

另一不可知的方向
。 ”

l2] 在教育教学过程中
,

学生的各种生活
“

遭遇
”

对他们的影响是不

容忽视的
。

—
遭遇盲日

。

美国著名盲聋作家海伦
·

凯勒在文章 《假如给我三天光明》 中写道 :

“

我有过这样的想法
,

如果让每一个人在他

成年后的某个阶段瞎上几天
,

聋上几天该有

多好
。

黑暗将使他们更加珍惜光明; 寂静将

教会他们真正领略喧哗的欢乐
。 ”

海伦
·

凯勒

的这种感受
,

是正常人无法体验到的
。

毕姆

小姐通过开办学校
,

设置合理的课程
,

运用

高明的教育方法
,

让孩子们体验到了海伦
·

凯勒的这种体验
。

无疑
,

这种盲日的体验会

对孩子们产生有意义的积极影响
,

可以说这

种道德教育是生命整体教育的有机组成部

分
。

—
遭遇病 日

。

罗斯福总统在历史上赫

赫有名
,

而这一切都是他努力奋斗的结果
。

在 3 8 岁时
,

他竞选副总统候选人失利; 39 岁

时
,

他又不幸患病
,

从腰部以下全部瘫痪
。

但

他不愿终生瘫痪在床上
,

成为家人的负担
,

因此立下志愿
,

一定要恢复健康
,

并且要竞

选美国总统
。

通过整整八年艰苦的努力
,

他

终于可以拄着拐杖走路了
。

他 4 7岁时竞选州

长成功
,

51 岁时当选美国第 32 届总统
。

在位

期间
,

他曾提出成立联合国及重整世界秩序

的构想
。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也以三巨头

的身份
,

活跃于国际政坛
。

罗斯福总统是美

国历史上在位最久
,

并以残疾之躯带领美国

度过经济危机
、

度过第二次世界大战艰难时

期的伟大总统
。

在瘸日
,

孩子们也许并不能

完全体验到罗斯福的艰辛
,

但至少让他们对

此有所认识
,

为以后的人生道路储存了一笔

可贵的财富
。

—
遭遇单日

。

伟大的作曲家
、

成功的

演奏家
、

优秀的教师路德维希
·

冯
·

贝多芬

快到 5 0 岁时已经完全耳聋了
。

实际上贝多芬

在完全失聪的岁月里
,

谱写出的乐章超出了

他早期作品的水准
。

贝多芬用音乐表达了他

对于耳聋的体验
。

在无声的世界里
,

孩子们

得到的道德体验是独特的
,

勇于接受困难的

考验才是他们的选择
。

—
遭遇残疾 日

。

作家史铁生 21 岁时
,

因腿疾住进医院
,

那一天是他的生 日
,

从此

再没站起来
。

他在 《我与地坛》一文中表达

了自己的想法 : 要关心残疾人
,

残疾人也有

成就感
,

他们是可以作出贡献的
,

有些人甚

至能作出杰出的贡献; 希望每一个健康的人

都要珍爱生命
,

珍爱健康 ; 每个人都可以凭

自己的努力
,

开辟出一条路
,

走向自己的幸

福; 要更加深刻地感受母爱
,

母爱的方式总

是平凡的
,

母亲的心总是深沉的
,

要靠做子

女的用心去体察
,

去设想
,

去感悟
,

才有深

切的感受
。

这些体验
,

孩子们在经历残疾 日

后
,

才可能体会得更深刻
,

才可能对爱有更

真实的感受和认识
。

—
遭遇哑 日

。

聋人舞蹈家部丽华的名

字因为舞蹈《千手观音》而变得家喻户晓
,

她

在两岁时
,

因一次高烧而失去了听力
。

没过

多久
,

她又失去了甜美的歌喉
。

那以后
,

她

陷人了无声的世界
,

自己却茫然不知
。

直到

五岁
,

幼儿园的小朋友轮流蒙着眼睛
,

玩辨

别声音的游戏
,

她才意识到自己与别人不一

样
,

她伤心地哭了
。

部丽华用手语告诉人有l
“

所有人的人生都一样
,

有圆
,

有缺
,

有满
,

有空
,

这是没有办法去选择的
。

但是你可以

选择看人生的角度
。

多看看人生的圆满
,

带

着感恩的心态面对人生的不 圆满
。 ” l3] 毕姆小

姐学校里的孩子们会更早地学会感恩
。

三
、

案例中蕴含的道德教育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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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了解儿童是进行道德教育的前提

孩子的健康成长绝不是简单地管教出来

的
,

必须要遵循他们的成长规律
,

用合理的

方法教育他们
,

用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影响

他们
。

毕姆小姐的学校是孩子得以健康成长

的良好土壤
,

她的学校之所以深受家长欢

迎
,

与学校的办学理念
、

教育方法和课程选

择及具体实施密切相关
。

毕姆小姐对学校的

办学理念有着谁确的定位
,

用她 自己的话

说 : “

这个学校的真正宗旨主要还不在教人

如何思想
,

而在教人学会体贴
—

仁爱同情

与公民美德
。 ” l’l 更为可贵的是

,

毕姆小姐采

用了一种行之有效的教育方法使之得以贯彻

落实
,

使孩子们从中获益良多
。

可以说
,

她

使德育所关注的世界由高高在上的神圣价值

世界回到了实实在在的人的生活世界
,

真正

回到了普通个体 日常生活的伦理世界
,

在学

生比较真实可感的学习
、

生活场景中
,

引导

学生去发现生活
,

领略生活的伦理要求
,

理

解生活
,

感受生活
,

从而拓展个体的价值世

界
。

在短暂的五天时间里
,

毕姆小姐学校里

的孩子们是会深受其益的
。

这是因为参与其

中的学生个体都会有亲历生命的体验
。

孩子

们在角色扮演中学会了如何与人交往
,

学会

了关心人的合理方式
。

这也启示我们
,

德育

要洞悉学生的道德发展现状与道德问题产生

之源与脉络
,

切实把握孩子们的生活历程
,

紧密联系学校教育的实情和学生生活的实

际; 德育还要更多地融人时代的要求和社会

发展的理念; 在德育中要切实把握好参与者

真实的道德体验
。

在实施德育的过程中
,

教

师要有开阔的社会意识和时代责任感
,

能对

学生的未来生活需要予以必要的恰当引导
,

让有意义的道德体验内化为学生生命的一部

分
。

2
.

有意义的道德体验是道德 内化的关健

毕姆小姐在她的学校里培养出的是同情

“

弱势群体
” 、

会关心人的孩子
。

孩子在角色

扮演中
,

得到的是与生命同步的道德体验
,

是承载着意义的道德体验
。

这种有意义的道

德体验在让孩子们学习关心的同时
,

也让孩

子们明白了这样的道理 : 人的一生并非一帆

风顺
,

人需要磨炼意志去克服各种困难乃至

困境
。

在人生的旅程中
,

人是需要关心别人

和被别人关心的
,

特别是关心同情弱者
。

通

过让孩子亲身体验逆境的方式
,

来达到培养

孩子顽强意志的目的
。

这一点中国古人早就

明确意识到了
。

孟子曾说
“

故天将降大任于

斯人也
,

必先苦其心志
,

劳其筋骨
,

饿其体

肤
,

空乏其身
,

行拂乱其所为
,

所以动心忍

性
,

增益其所不能
。

人恒过
,

然后能改
。

困

于心
,

衡于虑
,

而后作
。 ”

如何在学校中对年龄在十岁左右的孩子

实施道德教育 ? 毕姆小姐为我们提供了非常

好的范例
。

在进行道德教育过程中
,

适时引

导孩子们做出正确的道德选择是很关键的
,

有体验的道德选择更为可取
。 “

己所不欲
,

勿

施于人
。 ”

这是孔子在经过大量道德体验后

得出的结论
,

说明有鲜活道德体验的人更易

于做出合理 的道德选择
,

进而诉诸道德行

动
。

孔子还说 : “

己欲立而立人
,

己欲达而达

人
。 ”

有生动道德体验的人更容易产生换位

思考
,

站在他人的立场想问题
,

全面衡量
,

从

而做出更为合理的道德选择
。

这样的德育不

仅发展了人的外在行为模式
,

而且在学生心

灵中培养起明智及适宜其意愿的道德认知

来
。

在现代市民社会里
,

学生的这种道德体

验更是他们进人社会的一笔财富
,

这对社会

的和谐健康发展是不可或缺的
。

3
.

合理的德育实施途径 是取得理想道德

教育成效的保障

毕姆小姐学校里的教育对象是谁呢? 主

要的教育 目的是什么呢 ? 设置 了哪些课程

呢? 采用了什么样的教学方法呢? 教学又是

如何实施的? 对于上述问题
,

毕姆小姐的 回

思想理论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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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是: “

事实上我们这里并不进行大量教学
。

那些来就学的儿童
—

年龄不大的女孩和甚

至更小的男孩一一所上的正式课程并不很

多 : 往往不外乎一些实用上必需的东西
,

而

且这些也只限于最简单的—
加减乘除与拼

写造句之类
。

至于其余的课程
,

不是由老师

读一些内容给他们听
,

便是看图识物之类
。

这时我们只要求他们专心听讲
、

遵守秩序就

是了
。

实际上这就是我们的全部课程
。 ” [5]

杜威说 :
“

教育者
—

不论是家长还是

教师
—

的职责就是务必使儿童和青少年所

获得的观念最大限度地用这样一种充满活力

的方式获得
,

即它们是指导行动的活动的观

念
,

是动力
。

这种要求和这种使道德目的在一

切教学中
—

不论是什么问题的教学
—

普

遍存在并居于主导地位
。 ” 161 毕姆小姐所做的

一切
,

无疑是对杜威这番论述在实践层面的

极好诊释
。

四
、

启示

上述案例对我们有理论和实践层面的双

重启示
,

理论层面的启示具有间接性
,

实践

层面的启示具有直接性
。

杜威曾这样说
“

有

一件事是每一个人必须做的
,

这就是生活 ;

有一件事是社会必须做的
,

这就是要求每一

个人对社会的共同福利作出相当的贡献
,

并

使每一个人得到公平的报酬
。 ” 171 教育是让人

的生命更为充分展开的个体性社会实践活

动
,

与人的生活密切结合并对社会作出相当

贡献的教育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教育
。

换言

之
,

远离生活的教育会导致教育变得空洞
、

抽象和苍白
。

道德教育更是如此
。

杜威认为

学校即社会
,

学校的职责在于提供简化的环

境
、

净化的环境和创造更加广阔
、

更加平衡

的环境
,

并且认为
,

一切能发展有效地参与

社会生活的能力的教育都是道德的教育
。

这

就要求教师创造性地运用学校中的各种道德

教育资源
。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

在毕姆小姐

学校 里孩子们每一 个学期中都要经历的盲

日
、

瘸日
、

聋 日
、

残疾日和哑 日
,

可视为他

们学校这一特殊社会里所经历的五次不同寻

常的遭遇
,

对他们具有明显的道德教育意

义
。

教师的一大责任就在于让孩子们获得独

特
、

难忘的道德体验
,

让他们在生活中能肯

定自我
、

关爱他人
,

使他们明白身体不健全

者的艰辛
,

珍视作为身体健全者所拥有的财

富
。

学会关心
,

不仅要学会关心 自我
,

还要

学会关心他人
。

这对他们的成长与后续发展

意义重大
。

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曾说 : “

一

切危险中最大的危险就是丧失自我
,

它可以

在这个世界上悄无声息地发生
,

似乎它根本

就没有发生过
。 ” [8l 毕姆小姐的学校对每一学

期五个特殊日子的安排
,

在很大程度上可以

让孩子们提前预防或避免这种危险的发生
。

在这样的活动过程中
,

扮演者得到的道德体

验是真正理解和同情不幸的人; 扮演者得到

的道德体验是
,

照顾人要有同情心
,

要善解

人意
,

要有敏感的反应等
。

人同此心
,

心同

此理
,

孩子们的这种真实的道德体验会成为

促使他们的道德认知向道德行为转化的催化

剂
。

他们的收获也是多而重的
,

比如知道如

何思想
,

明白人情事理以及获得了涉足社会

所必需的公民知识等
。

在教育过程中
,

教师

应适时引导学生
,

增强他们的自我认同感
,

让他们在服务他人的同时实现 自我价值
。

教

师应当牢记 : 在教育过程中
,

作为受教育者

的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可以做自己喜欢做
、

有兴趣做的事
,

即使失败 了也不用后悔
,

因

为他从中获得 了很多
。

道德教育亦然
。

当然
,

这则案例所蕴含的道德教育规律与启示并不

仅限于上述内容
,

通过用心思考
,

我们还会

有更多收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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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学生在课堂中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

口 许 倩

让一个个充满发展可能
、

有着内在成长

需要的生命体
,

在全面的
、

全程性的学校教

育改革过程中获得成长
,

是
“

新基础教育
”

的

一贯追求
。

所以
,

我们首先从学生生命活动

的主阵地之一
—

课堂学习入手
,

反思学生

的成长与发展
。

一
、

重心下移
:

激活学生自主学习的潜

在需求

【访谈片段】

问
:

各位同学离开小学后
,

先后进入 了

两所不同的初 中
。

与中学相比
,

你觉得 小学

的课堂学习有什 么特点 ?

生 1 :

小学的课堂好玩
,

让人开心
。

中学

的课堂更注 重知识的讲授
。

生 2 :

小学课堂上
,

老师总是 以朋友的方

式跟我们交谈
。

家长
:

我到小学听过课
,

课堂上我家孩

子的发言很积 极
。

等他进 了初 中我再去听

课
,

我发现他就不发言 了
。

课后问他为什 么

不发言
,

他说
: 。

别人说 过的再重复有什么意

思呢 ? 再说
,

都是读读 书回 答
,

没劲
。 ,

【回顾分析】

19 9 9年
,

刚进入
“

新基础教育
”

实验时
,

我们首先关注的是课堂上学生活动面的扩大

和活动量的保证
,

只有给学生充分自主活动

的时间
,

让每个学生都积极参与
,

才有可能

激起学生自主学习的愿望
,

逐步形成自主学

习的能力
,

这样的课堂才是属于学生的课

堂
。

记得一年级教学拼音的时候
,

实验教师

为了保障课堂上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让每

个学生主动学习
,

起初甚至很生硬地计算这

堂课学生在哪个学习环节是自主进行学习活

动的
,

时间大致是多少分钟
。

自主学习时间

的保障成为评价这节课是否体现
“

新基础教

育
”

实验思想的首要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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