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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摘摘摘 要要要要: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指的是发生在道德教育领域中的一种正当的道德行为选择却同时产生

善与恶两种自相矛盾的结果的特殊情况。与道德教育中的其他悖论现象相比较,道德悖论是一种结果式悖论,

并且道德悖论中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共时性存在的自相矛盾。就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产生的原因而言,

道德规则本身具有的“二律背反”特征是道德悖论产生的首要原因,而学生道德智慧的缺失和道德教育中人

性向善假设的被利用则是道德悖论产生的另外两个主要原因。由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产生的原因可知,道德

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并不可以完全消除 ,而只能是通过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来降低道德悖论发生的概率

或者降低道德悖论带来的危害。

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关键词:道德教育;道德悖论;道德智慧

在道德教育中我们总会遇到这样一种现象:当我们的学生遵照一定的道德规则或者出于

好的道德品格去做一件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在道德行为的结果中却往往会同时出现“善”与

“恶”两种结果。比如,在道德教育中,我们总是用“孔融让梨”的故事教导我们的学生要有

“拿小梨”的谦让品德,但是,我们却没有意识到当我们的学生在“拿小梨”的时候,却也正在

把不道德的名声留给“拿大梨”的人,并且,假如“拿大梨”的人本身就是一个不讲道德的人,
那么我们学生的道德行为也就是在纵容“拿大梨”的人不道德品质的成长,这也就意味着,我
们的学生在做一件道德的事情同时也在做一件不道德的事情。在道德哲学领域,研究者们把

这样一种“道德行为的选择(善或者恶) 和道德价值实现的结果同时出现善与恶两种截然不

同的特殊情况称为道德悖论”。[1]而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指的则是,发生在道德教育领域中

的一种正当的道德行为选择却同时产生善与恶两种自相矛盾的结果的特殊情况。

道德悖论问题是我们在道德教育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类问题,但是长期以来,我们的道德

教育研究者却极少有人对道德悖论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究其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在当前

的道德教育中我们的研究者往往把道德悖论问题混淆于“道德两难”问题或者“好心办坏事”

问题,以致于长期以来我们都缺少对道德悖论问题以应有的关注 ;另一方面是由于,道德教育

中的道德悖论问题本身就具有隐蔽性的特征,而道德悖论的隐蔽性特征也掩盖了道德悖论自

身的呈现。

研究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对于我们当前的道德教育来讲有着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一方面,只有对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我们才能够准确的认识发生在

道德教育领域中的这种特殊现象。另一方面,只有通过对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进行深

入的研究,我们才能够尽量避免道德悖论的产生。

在下文之中,我们将对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的特征、形成原因和如何消除等问题做详细

的分析。首先我们需要考察的则是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的表现特征。

一、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的特征

((((一)))) 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是一种发生在道德实践领域中的结果式悖论



通俗来讲,但凡悖论反映的都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比如我们所熟知的逻辑悖论、认识

悖论等,道德悖论也不例外,道德悖论反映的也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现象。但是,道德悖论与其他

悖论的不同之处就在于道德悖论是发生在道德实践领域中的一种悖论,并且道德悖论反映的

是存在于道德价值的实现结果之中的自相矛盾现象,这也就意味着道德悖论关注的仅仅是发

生在道德行为的实践结果中的自相矛盾现象,而不关注发生在道德行为的动机和道德行为的

实践过程中的自相矛盾现象。

在道德教育研究中,部分研究者也许会把道德悖论问题等同于“道德两难”问题或者“好

心办坏事”问题,因此,研究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我们有必要把道德悖论问题与“道德

两难”问题和“好心办坏事”问题进行区分。所谓“道德两难”,指的是当在一种道德情景

中同时涉及两种不可兼顾的道德规则时,学生应当如何选择的问题,比如我们所熟知的“海因

兹偷药”的故事,因此, “道德两难”问题反映的是两种道德规则之间的对立和矛盾现象,而
不同于关注于两种矛盾的道德行为结果的道德悖论问题。同样,道德悖论问题也不同于“好

心办坏事”问题,“好心办坏事”关注的是好的动机与坏的结果之间的矛盾现象,而道德悖论

关注的则是一种道德行为中出现两种矛盾的道德结果的特殊现象。

((((二)))) 道德悖论中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共时性存在的自相矛盾

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是发生在道德实践领域中的一种结果式的悖论,这种结果式悖论

最鲜明的特征就在于悖论中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共时性存在的自相矛盾,这也就是讲道

德悖论中的善的结果与恶的结果既是同时存在的,又是自相矛盾的,下面我们就对道德教育

中道德悖论的这个特征做详细分析。首先,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中善与恶之间的矛盾是一

种共时性存在的矛盾,这也就是讲当我们在一个道德行为中看到了善的结果的时候,那么也

就意味着恶的结果也同时出现了,而当我们在一个道德行为中看到了恶的结果出现的时候,
那么也就意味着在恶的结果中必然包含着善的结果。因此,在道德悖论中,善的结果与恶的结

果在逻辑上是同时存在的,而一定不会出现善的结果或者恶的结果单独出现的现象。其次,在
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中善的结果与恶的结果之间是一种自相矛盾的关系 ,这也就是讲,在道

德实践中,当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件道德的事情的时候,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正在做一件不道

德的事情,而当我们说我们做了一件不道德的事情的时候,那么在这件不道德的事情中必然

包含着道德的因素。

((((三)))) 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问题常常处于一种被隐蔽的状态

道德悖论问题是我们在道德教育中经常遇到的一类矛盾问题 ,但是,长期以来,道德悖论

问题却并没有得到其应有的关注,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问题

常常处于一种被隐蔽的状态,而具有隐蔽性也就成为了道德悖论的一个重要特征。

道德悖论的隐蔽性指的是道德悖论中存在的善的结果与恶的结果之间的对立和矛盾关

系并不以一种显性的方式呈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对道德悖论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则很

难发现道德实践中道德悖论问题的存在。在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被隐蔽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其中一个原因是由于道德悖论中存在的善的结果隐蔽了恶的结果。道德悖论之所以被称为道

德悖论,其原因就在于在道德悖论中既存在善的结果也存在恶的结果,而在道德教育中,我们

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更加倾向于关注善的结果的传统,也就是讲,在一种道德行为中,只要我

们的道德评价者能够看到一点善的结果,也会认为这是一种善的道德行为,即使我们的评价

者发现了道德行为中的恶的结果,也往往会认为这仅仅是一种偶然现象,而很少进一步深究

恶的结果出现的原因,这也就造成了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问题被隐蔽的现象。

道德悖论被隐蔽的另一个原因与我们当前道德教育中的评价方式有关。在我们当前的道

德教育中,我们对学生道德行为的评价更多的是关注于学生的道德动机,而较少的关注于学



生道德行为的结果,即使那些主张以道德动机与道德效果相结合的方式评价道德行为的人,
也通常更偏重于评价道德动机,这也就限制了我们对存在于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的发

现。

二、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产生的原因

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最主要的则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一)))) 道德规则本身具有的“二律背反”特征是道德悖论产生的首要原因

在康德看来,人是一种二重性的存在,人既是感性的存在者,又是理性的存在者。人作为理

性的存在者,遵循的是道德律令这种绝对命令,产生的是一种道德的行为,而人作为感性的存

在者,又会把追求幸福(满足自己欲望) 当作自己生活的最高目的。在生活世界中,人作为理性

的存在者要求的是道德自律,而人作为感性的存在者又往往会为了满足自己欲望,而冲破实

践理性的约束,无视道德律令,这样也就必然会产生道德与幸福之间的矛盾,这就是康德所讲

的实践理性的“二律背反”问题。[2]

道德教育中道德规则的制定依据的是人的实践理性,按照康德的说法,道德规则对于我

们每个人来讲都是一种绝对命令,而这种绝对命令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在于它规定了人们应

当为了道德律令而放弃一定的幸福(利益) 要求,因此,在道德教育中当我们的学生按照道德

规则行为的时候,也就意味着他们正在放弃一定的幸福(利益) ,这也就是讲,当我们的学生在

做一件道德的事情的同时,却有可能正在放弃自己的幸福,这也就构成了道德教育中的道德

悖论问题。比如,我们所熟知的一条道德规则“见义勇为”就具有这个特征。

那么,在生活世界中如何才能做到道德与幸福的统一呢? 康德认为,在尘世间幸福与道德之

间的矛盾和对立是难以根本解决的,所谓的解决也只能是一种相对的解决。这也就意味着在

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我们所能做的只能是尽可能的把道德悖论带来

的危害降低到最低点。

((((二)))) 道德智慧的缺失是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产生的主体原因

在一个道德行为中,善的道德结果的实现需要多方面的因素,除了道德行为者应当具有

好的道德动机之外,道德行为者还应当具有道德智慧。具有道德智慧也就意味着道德行为的

实践者能够把握道德行为的方向,并且能够对道德行为的实践过程进行具体的策划。在道德

实践中,如果我们缺失了道德智慧,那么我们的道德行为就有可能会转变成一种鲁莽的行为,
从而导致道德悖论的产生。比如,我们都熟知的小英雄赖宁救火的事迹,在原本意义上赖宁是

怀着好的动机去做一件道德的事情,但是由于他在道德实践过程中缺少对具体道德实践环境

和道德行为手段的审视,以致于他在做一件道德的事情的同时,却也出现了恶的结果。

在我国当前的道德教育中,我们更多的是关注于培养学生对于道德规则的认知和培养学

生道德品质的养成,但是却很少关注学生道德智慧的培养。这也就造成了在道德行为中我们

的学生往往仅仅具有良好的道德动机,却不知道如何把好的道德动机转化为好的道德结果,
以致于我们的学生在做一件道德的事情的时候却也往往产生恶的结果。因此,在道德教育中,
我们除了应当培养学生好的道德动机以外,还应当注意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因为只有具有

了道德智慧,学生的道德行为才能够尽量避免恶的结果的出现。

((((三)))) 道德教育中人性向善假设的被利用也造成了道德悖论的产生

人性是善还是恶? 在人类历史上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同样也是一个无法得到明确

答案的问题。但是,在道德教育中,相信学生具有积极向善的倾向,并且相信后天的教育力量可

以最终使人向善,却是我们当前道德教育的一个基本假设。在道德教育中,人性向善的假设对



于我们道德教育的开展有着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人的向善性又仅仅是一个假设,当
人性向善的假设被利用的时候,在道德教育中就往往会出现道德悖论问题。比如,在道德教育

中,我们曾经一度相信,“如果我们一个人去做好事,那么我们身边的人也会积极的做好事”,
我们的这个教育观点所依据的基础就是人性向善的假设,但是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却会发现

当我们的一些学生在做好事的时候,却也有一些学生在利用他人的好心,而把自己变成了一

个自私和投机取巧的人,这就是典型的人性善的假设被利用而造成的道德悖论问题。

在道德教育中,我们不能否认人性向善的假设在道德教育中的作用,但是在道德教育中

当我们运用人性向善的假设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人也具有作恶的倾向性,因此,如果我们在

道德教育中忽视了人作恶的可能,那么我们的善就有可能被利用,从而带来恶的后果。

三、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的消解

由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形成的原因可知,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并不可以完全消除,但
是不可以完全消除并不意味着不可以降低道德悖论发生的概率或者弱化道德悖论产生的危

害。在道德实践中,如果我们能够对道德悖论问题有充分的认识,并且能够合理的运用道德智

慧,那么我们就可以降低道德悖论发生的概率或者降低道德悖论产生的危害。

(一) 对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形成理性的自觉是消除道德悖论的前提

在当前的道德教育中,我们对于什么是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还缺乏一种理性的认

识,这也就意味着,当我们在道德实践中遇到了道德悖论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能确定地认知

道德悖论问题,也就更不用说消除道德悖论问题了。因此,要消解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
我们首先就应当对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问题形成一种理性的自觉。对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

论问题形成理性的自觉,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对道德教育中道德悖论的特征、表现形式和形

成原因等有一个确定性的认识。而当我们的道德教育能够把这种确定性的认识传授给学生的

时候,我们的学生也就对道德悖论问题有了一种理性的自觉。这样,我们的学生在道德实践中

才能够尽量避免和预防道德悖论的发生。

(二) 通过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来尽量避免道德悖论的发生

正如文中所讲,在很多时候道德教育中的道德悖论是无法完全消除的,而我们所能做的

只能是通过一定的方法尽量降低道德悖论发生的概率或者尽量把道德悖论产生的危害降低

到最低点,而在这些方法中道德智慧的运用无疑是最为重要的方法。在苏格拉底看来智慧首

先指的是人的一种德性品质,而道德智慧指的则是道德行为者通过理智的判断把握道德行为

的方向和策划道德实践过程的一种能力。在道德实践活动中,道德智慧一般处理三个方面的

内容:第一,确定道德行为目标;第二,考察道德实践的具体的环境,对道德行动进行审思和筹划;
第三,思考最好的达到道德行为目标的手段,并考虑如何获取这种手段。通过道德智慧的运用,
我们可以避免因为自己的“善心”或者因为缺少对具体道德环境和手段的审视而造成的道德

悖论问题,同样,通过道德智慧的运用,我们也可以把由道德规则的“二律背反”性带来的危害

降低到最低点。

那么如何才能够培养学生的道德智慧呢? 亚里士多德曾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
人通过做正义的事而成为正义的人,通过节制的行为而成为节制的人,人只有通过实际地运

用德性才能够获得德性,因此, 人的德性是通过具体的德性实践形成的。[3]而道德智慧也是人

的一种德性,因此,道德智慧也只能通过具体的道德实践活动才能够形成。在道德教育中,培养

学生的道德智慧就是教导学生在道德行为中能够分析自己所处的道德实践环境,审视自己的

道德行为的手段,并对不同的道德实践手段进行比较,选取达到道德行为目标的最佳手段。而

经过长时间的道德实践,我们的学生在具体的道德行为中也就会不自觉的运用道德智慧,这
样,道德智慧也就成为了学生道德品质中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时候我们就可以说我们的学生



具有了道德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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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AbstractAbstract :::: The moral paradox in moral education refers to t he special circumstance under which a
legitimate moral conduct leads to good and evil results at the same time. Compared with other

contradictions appeared in moral education , the moral paradox reflects the result of moral behavior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good and the evil is simultaneous and selfcont radictory. As for t he

reasons causing the moralparadox , the int rinsic antinomy feature of moral principles is the leading

reason ; while students lack of moral wisdom and the exploiting of hypot hesis of good human nature in

moral education are the ot her two reasons. From the above analysis of the reasons leading to the moral

paradox , we can see that the moral paradox in moral education can not be eliminated. Only through

cultivating st udent spmoral wisdom can reduce the risk of moral paradox and lower t he harm caused

by t he moral parado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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