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育论——“场”的失衡与重塑 

 

何晓雷  袁彬  马润平 

（兰州商学院高教研究所，甘肃兰州，730020） 

 

    摘  要：  德育问题是现代社会和教育界普遍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也是难题之一。本

文通过研究分析认为，德育出现矛盾和问题的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在经济体制转型和社会发

展过程中，德育场（德育主体———家庭、社会和学校）出现了问题；二是德育场（德育主

体）之间的德育关系（德育场链）严重失衡，主要表现为家庭和社会把德育工作的重心推给

了学校，他们认为，德育属学校教育，而与家庭和社会无关，认为学校教育可以一切德育矛

盾与问题。本文借助场理论认为：德育应该是由家庭—社会—学校三个“小德育场”构成的“大
德育场”来共同完成，也就是说，要解决德育问题，主要应解决“小德育场”问题及“德育场链”
问题。某个“小德育场”或“德育场链”的缺失及失衡都将会影响整个德育场，进而导致德育的

失效或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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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场理论及其影响 

(一)场与场理论 

场,原本属于物理学的范畴。最早提出“场”概念的是 19 世纪英国物理学家法拉第。他认

为,在物理世界里存在一个场,在场中的所有元素会因为某种形式彼此共鸣的力量而凝聚在

一起,场中的元素与元素之间会彼此影响,它们不是彼此之间互相吸引,就是彼此之间互相排

斥,这种吸引或排斥的力量物理学上叫做矢量，用它来表示场或生活空间中动力作用的方向

和力度。引力与斥力都将对个体的行为产生影响，但不一定是引力导致正面结果，斥力导致

负面结果。矢量使得元素之间处于一种和谐存在的关系，并形成了元素关系链，场也因此保

持稳定。 

元素关系链之间相互牵引的力量受制于元素之尺寸、质量、位置等因素，元素中的尺寸、

质量、位置等某个因素如果发生变化，将会破坏元素之间原有的和谐关系，并引起元素的变

化，进而导致场发生变化。[1]

（二）场理论的影响 

根据法拉第的场思想和场理论，人们把场及其理论广泛地运用于多个领域,出现了形态

繁多的“场理论”。德国学者勒温提出了社会场理论。他认为,社会中也有一种场,这种场由社

会的所有成员共同参与而合成,叫社会场。在社会场中,不仅每个人影响着它的性质与状态,
而且它又反过来制约规定着每一成员的行动。他还创建了“心理场”理论,即人的心理和行为

场。他认为,人就是一个“场”,人的心理活动也是在一种“心理动力场”中发生的,人的行为是由

场决定的,心理动力场主要由个体需要和他的心理环境相互作用的关系所组成。他说,“为了理



解或预测行为,就必须把人及其环境看作是一种相互依存因素的集合。我们把这些因素的整

体称作该个体的生活空间,并用B=f(PE)=f(LS)来表示(B表示行为,P表示行为主体,E表示环

境;LS是生活空间的简称)。” [2] 后来,一些哲学家把“场”的概念引申为哲学范畴。美国哲学家

唐力权把场引入哲学领域,创立了“场有哲学”。 其中的核心观点是：“‘场有’就是场中之有、

依场而有、和场而有。”也就是说,场不是物质的一种基本形态,场是物质体系各要素之间,在
相互作用中因传递、交换其物质、能量、信息而产生和形成并所凭籍的一种中间载体和时空

处所，它是相互作用的产物又是相互作用的媒介与处所。 [3] 

二、德育问题及其原因分析 

（一）德育问题 

    我国一直都很重视德育工作，并且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也

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当前伴随着我国经济体制转型，有些德育矛盾和问题甚至还

比较严重。简单地归纳一下，当前的德育矛盾与问题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4]

1. 重智育轻德育 

现在的学校，“说到素质教育热热热闹闹，走进教室涛声依旧”——说的是素质教育搞的

是应试教育。没办法，生存竞争，优胜劣汰，“教学质量是生命线”。谁叫它还要考试？加上

现在私立学校的冲击，没有教学质量的学校，简直就招不到学生，在这么严峻的形式下，学

校还有多少时间去抓德育。老师哪还有空去教育学生要如何做人，那不是浪费时间吗？从家

长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一学生当了劳动委员，回家告诉父母，父母却说：“会劳动有什么

光荣，会读书才光荣。要当就当个学习委员，当个干活的官……”学生流下委屈的泪水。你

说他以后还会爱劳动吗？社会评价一所学校也是这样，不会有人说这学校出了多少个“雷
锋”、“赖宁”，而是说这学校今年考上重点高中或重点大学多少人。 

2.德育力量太薄弱   

家长要么是不会教育，要么是没空教育，要么是有依赖心理。“我把孩子交给你们了，

拜托你们给我好好教育。”好象孩子送到学校就万事大吉了，就一身轻松了，自己就没事了。

碰到一点问题就找老师，“我这孩子在家老和他妈妈绊嘴，你帮我教育教育。”好像老师无所

不能，药到病除，自己却是个门外汉。科任教师呢，大都只教书不育人。用他们的话是“训
学生那是政教处、班主任的事”。因此，碰到影响上课的事件发生，就把他交给班主任或提

到政教处；见到学生躲在厕所抽烟就当作没看见。久而久之，学生只背着自己的班主任或者

学校的相关领导，其他人是不用怕的。偶有个别责任心较强的教师去批评他，则会被他们认

为是多管闲事讨人嫌。至于说“挖掘教材中的德育内容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那也是上公开

课时的点缀，平时是不这么上的，“反正又没考这些东西”。如此下来，德育工作就由政教处

和班主任这几个人来做，力量这么单薄，责任这么重大，怎么能胜任？ 

3.社会家庭存在德育反作用   

现在，一有点事情，人们就说：“现在的教师到底在干什么？怎么教出这样的学生？”那
么，家庭和社会把学生德育的责任都推在教师的头上，这种做法对吗？荀子说：“习俗移志，

安久移质。”[2] 说的是人的品质的形成和发展是受外部环境的影响和支配的，也就是社会生

活的价值观念会被人理解内化成自己的行为准则。因此，要培养学生的道德品质，就要使学

生所看到的社会生活符合教师所教道德内容的根据和理由。可事实远不是如此，我们的社会

家庭给学生呈现的内容往往和教师讲的背道而驰。 

4.德育的圣化 



长期以来，我国德育价值取向的突出特点是一元化、理想化，重心偏高，片面强调政治

性。 

首先表现为目标太伟大。从小我们就被期望成龙成凤——做个伟大的人、高尚的人，可

我们还是平凡人。听同学讲过一个故事：小时候，学课文《你长大了干什么？》时，老师问

我们“长大了想干什么？”有个同学说我长大了要做我爸爸（那样的人）？老师问，你爸爸是

干什么的？那位同学说我爸爸是种田的。同学们哈哈大笑，老师说：“从小要树立远大的想。

像周总理从小立志‘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后来就成为国家总理。要种田还来读书干什么？”
学习爸爸有什么不好？爸爸在他心目中是伟大的，他就可以先学他爸爸，以后长大了还可以

再改变志向嘛。而国家总理只有一个，大家都当总理谁去种田？这种“精英教育意识”会使绝

大部分人陷入自卑找不到生活的真谛——平平凡凡才是真。 
  其次表现为榜样的神化。学雷锋学赖宁学刘胡兰学邱少云学黄继光学周恩来学毛泽东。

他们是该学，可是他们离我们的学生太远。通过一再的宣传，他们已经被神化了，学生学习

起来总觉得相隔太远、力不从心、缺乏感召力。从而给他们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或思想导，

他们认为要做伟人就要牺牲生命，或是认为反正我也做不了大人物，我就可以乱来。我们为

什么不让他们学习“我爸爸”，“我同学”？从身边学起，从小事做起，慢慢的来。要知道品德

的形成非一日之功，它有一个循序渐进的渐变过程。 
  再说，高目标就产生高要求，教师家长对他们的要求一开始就定在较高的标准，达不到

就加以批评训斥。正所谓希望越大失望就越大。这种立竿见影“大跃进”式的做法，学生也感

到压力太大没有乐趣，从而失去了学好的信心。所以，我们教育孩子要有一颗平常心：他做

不了龙就让他做虫吧，只要是益虫就好；她做不了凤就让她做蝴蝶吧，只要会传授花粉。 世
界本身就是丰富多彩的。 

5.德育的伪化 

受人既是道德的接受者，也是道德的创造者和体现者，不是消极地被道德规范所左右，

而是主动地选择、理解、内化道德规范的。因此，并不是每一种促使学生根据某些规范行事

的做法都是教学。教要从属于学生的理解力和判断力；要服从于学生的推理要求；要服从于

学生所理解的组成某种合适解释的那些要素。也就是说，教不仅仅要试图使学生相信某某是

真的，它还要努力使学生在他的接受能力的范围内从它的根据上去理解它，并将它内化为自

身感要。但我国的德育无论从理论或实践两个方面看至今仍处于一种传统的模式——规范教

育之中。就是用各种“守则”、“规范”、“制度”、“细则”来形成道德规范进行约束。这种模式把

德育的过程仅仅看作是对学生施加外部道德影响的过程，施加的道德影响又主要是既定的道

德规范，强调的是学生符合规范的行为习惯的养成。充斥其间的是“不许”“不准”“不行”这些禁

止性的词语或是“要”“该”“必须”等命令性词语。学生只知道哪些可以做要做，哪些不行做不该

做，至于为什么他们几乎不理解。也就是说，这种德育很难让学生真正的理解这种道德规范，

很难把它内化为自身的需要。因此，学生不会心口如一言行如一。表现为：校内一个样校外

一个样；老师面前一个样同学面前一个样；校内捡到钱会交公校外捡到钱就落入腰包；开学

时碰到老师会问好，放假（或毕业）后碰到老师则视而不见。这就是德育结果的伪化——学

生的道德行为不是在内心的善良愿望的驱使下自觉自愿自然做出的，而是出于种种功利考虑

（如讨老师的表扬）做出的。 

其次是德育过程的伪化。我们的德育带有太多的政治功利性，很有文革遗风，常常来一

下专项活动：“学雷锋活动月”、“文明礼貌活动月”……活动月一到轰轰烈烈：发动宣传、过

程报道、总结表彰；活动月结束又风平浪静销声匿迹。这种“活动式德育”给学生的是热闹飘

忽而不是教育。难怪学生会说：“雷锋叔叔是朋友，三月来了四月走。” 

（二）德育问题的原因分析 



1.已有学者的观点 

德育一直是社会学、教育学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国内外学者从种种角度对德育问题进行

了探索和研究，简单地可以归纳为三类：一是德育的主客体研究；二是德育的层次与范围研

究；三是德育的学科及方法论研究。综上所述，我们认为，目前的德育研究，基本上都是把

德育问题作为一个学校问题去考虑和研究，独立于家庭和社会之外，因此，德育出了问题，

指责和批评学校和教师的也最多。 

2.“场”的视角

（1）“德育场” 

“德育场”是受物理学中场及其理论的启发而提出的，将场的概念引入德育领域,称为德育

场,主要表达的意思是,以德育对象为中心,在家庭、社会和学校之间（图-1）,处于德育对象外

部的德育对象发生联系的各种要素综合起来作为一德育场在与德育对象的互动中影响、塑造

着德育对象的知、情、信、意、行。[5]德育场所要强调的就是,一方面德育对象是在与周围的

世界发生关系中,形成自己的思想行为习惯的,而且这种思想行为习惯是由德育对象同时与

时空域内各个要素发生关系并在对各个要素进行综合解释的基础上形成的；另一方面,场内

以德育对象为中心的各个要素之间也发生关系,像物理场一样,这种关系是相互交织的,德育

对象不仅解释着与其本人发生关系的场内要素,而且还解释着其所能观察到的场内各个要素

之间的关系。这两种解释共同影响着其思想行为习惯的选择和形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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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1  德育场 

 

（2）“德育场链” 

德育场不是指德育工作本身,而是指德育系统诸要素通过相互作用而形成的“道德生活

空间”,是人与家庭、社会和学校共同构成的“德育场链”（图-2）。这个系统要求德育工作充分

发挥学校、社会、家庭三方面的作用,使系统内各要素相互协调、相互渗透,全方位、多层次、

全过程对受教育者传播道德信息,施加道德影响,形成人人是教师、处处是课堂、事事是教材、

时时都育人的良好氛围,从而使德育工作达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耐心细致,潜移默化”的境

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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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2  德育场链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这种崭新的德育思维观特别重视德育系统中各要素能量的相互

作用和德育过程的双向互动,它不仅抛弃了强硬灌输式的“思想殖民”,而且避免了全面主义者

任凭环境影响的“自然生成”,其本质特征是通过“德育场力”来辐射道德信息并吸引德育对象。
[7]

(2) 德育问题的原因分析——“场”的视角 

许多人都指出，目前我国的德育教育不是很成功，许多地方的德育成了一壶烧不开的水。

面对德育出现的种种矛盾和问题，人们一般都把矛头指向学校，总是在埋怨学校德育工作做

的不到位、没有做好。但他们殊不知德育是个系统工程，德育工程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三

方面共同努力才能完成好；德育出现矛盾和问题,不是孩子出了问题，而是家庭、社会和学

校这个“德育场”中出现了问题和失衡，也就是说家庭、社会和学校三者本来应该是德育教化

的场所，却出了问题反而在德育方面起了反作用。 

“① 德育场”的问题 

“社会场”—— 阿富汗战争、巴以冲突、美国入侵伊拉克……学生看到的是强权政治弱

肉强食；电影电视小说漫画，学生看到的有血腥暴力凶杀色情；网吧迪吧舞厅饭馆，学生看

到的有颓废腐败醉生梦死……整个社会物欲横流、追名逐利，衍生出种种不道德行为一浪又

一浪冲击着校园，矮矮的一堵围墙如何抵挡得住？何况学生也不是整天生活在校园，我们也

不可能因噎废食不让他们接触社会。 

“家庭场”——家庭道德教育功能的缺失，是当代中国道德教育中的最大缺陷。当代中

国家庭教育中忽视思想品德教育的现象非常普遍而且严重。中国的家长们一谈到孩子的教育

问题，有着惊人的一致性——都津津乐道于孩子的学习成绩、智力水平以及孩子的多才多艺，

但却很少有人谈到孩子诚不诚实、讲不讲信用、是否孝敬父母和尊敬师长以及懂不懂得关爱

他人等将会影响孩子一生的道德修养。更糟糕的是，社会上还有部分家长根本就没有把道德

修养当作回事，甚至把社会上的许多歪风邪气灌输给孩子,妨碍或者是阻碍了学校的教育。 

“学校场”——学校道德教育功能被弱化，加剧了当代中国道德教育问题。面对社会经

济体制转型，学校道德教育功能被弱化，主要表现为：首先，目前仍然有许多学校在教育中

将“教学中心”与“德育为首”对立起来，认为教学工作是学校的中心工作，道德教育工作是为

教学服务的。其次，“重智轻德”严重影响道德教育内容的落实。重智轻德，忽视人的全面发

展的应试教育观念在学校教育中并未彻底改变，尤其是中学教育成了实施素质教育的“瓶
颈”，许多学校仍然没有挣脱应试教育的束缚。再次，在课程设置上，过分偏重学科内容的



严谨性与逻辑性，各个学科都存在对道德教育的目标设定或者缺失，或者脱离生活、不切实

际等问题。 

“② 德育场链”的失衡 

道德教育是个系统工程，需要家庭、社会和学校共同努力完成、共同教化对的结果。

德育出了问题，不是学校、家庭或者社会一家就能够解决德育矛盾和问题。但是，面对经济

体制转型，家庭、社会和学校均出现了市场化倾向，家庭、社会和学校各自忙着向“钱”看。

于是就出现了有人拿钱买智育（如家教），有人拿钱买美育（如学钢琴），有人拿钱买体育

（如体育特长班），就是没有人拿钱买德育的现象。在现实生活中，家庭、社会和学校受到

经济体制转型的影响和冲击，不是忽视或者忽略了德育工作，就是相互推诿德育工作，更没

有彼此联系做好德育工作。目前的德育状况是，家庭和社会更多的是把德育工作推给了学校，

认为学校就应该全面负责学生的德育；一旦学生德育出现了问题，家庭和社会就把矛头全部

对准了学校，对学校横加指责，而忘记了自己在德育中应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三、德育问题的解决办法和出路 

通过以上研究分析，德育出现矛盾与问题是因为“德育场”的问题与失衡，那么，解决德

育矛盾与问题的出路也应该在此，即解决“德育场”和“德育场链”的问题，也就是解决家庭、

社会和学校在德育中的问题及失衡问题。 

(一)“德育场”的重塑 

德育场的重塑，关键在两点：一是要重新树立家庭、社会和学校的德育形象和德育功

能，即家庭、社会和学校三者都要成为学生德育的榜样，并都要承担和负责学生的德育教化

工作，加强家庭、社会和学校的正面影响，抑制其负面作用；二是家庭、社会和学校要避免

德育的“假、大、空”，让学生切切实实感受到德育及其重要性、真实性，使德育真正内化，

并指导自己的言行举止。 

（二）“德育场链”的重塑 

家庭是学生成长的重要环境，对学生的品德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影响作用。家庭教育

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的基础，对教育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功能。然而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

社会教育的脱节现象，使德育的实效性大大减弱，所以“德育场”理论认为：学生品德的发展

主要受到家庭和学校的影响，每个孩子的德育成长都离不开学校、社会、家庭的共同教育，

其中学校是主导，家庭教育是基础，学校德育必须与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结合起来，形成学

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场”，发挥整体教育合力的功能。 

四、结语 

德育中的矛盾与问题，实际上并不单纯是一个教育上的问题，不能就教育来谈教育。

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恐怕也需要包括理论研究者、学校教师在内的全社会的共同努力。诚

如《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中所强调：

“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全党全社会的共同任务。各有关部门和社会各有关

方面，都要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根据各自担负的职责和任务，采取

有效措施，狠抓贯彻落实，勇于开拓创新，注重工作实效，切实把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

道德建设的各项工作落到实处。”[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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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Moral—— a Perspective of “Fie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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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 issue of modern society and education is widespread concern one of the core issues, 

but also one of the problems. Moral contradiction and problem in one of the main reasons is the main 

moral (family, community and school) where occurs the problems, and the main mor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erious imbalance, which is the moral center of gravity to the school, that schools can solve 

all the moral education Problem and has nothing to do with the family and society. With this field theory: 

moral education should be at the schools - the family - three links constitute a society of moral common 

market to complete a field of moral education are the lack of moral education will affect the entire market, 

thus leading to the failure of moral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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