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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大中小学德育内容的衔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对这一主题的研究，

需要回归到生命成长立场，增强学生意识，走向综合融通。在上述立场下，聚焦大中小学德

育内容衔接研究的特殊性，需要关注衔接年段的独特性、衔接年段学生的特殊性和改革实践

的现实可能性。基于对衔接年段学生道德成长需要的认识，可以尝试形成以为民之德、为人

之德、行事之德、立身之德四方面为内容维度，以各衔接年段为发展维度，建立起结构性的

内容设计，作为促进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的参照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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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中小学德育内容的衔接，是一个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就当前的研究与实践状态

看，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的意识已经初步形成，但具体的衔接研究并未高质量开展。首先，

各级学校集中忙于应对各方面的要求与压力，在初中、高中段还比较明显地集中全力攻成绩、

重学科，在具体开展衔接研究的思路形成、内容形成方面，还有较大的发展空间。其次，学

校德育内容衔接的保障体系有待建立，尤其是在政策导向已经明晰的前提下，如何通过具

体的教育行政、学校管理来具体组织、推进，如何形成教育系统内部的有机衔接关系，建立

起思想、内容、体制、队伍各方面的有机衔接，任重道远。再次，学校德育内容衔接的外部生

态不容乐观。当前复杂的社会转型带来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学生生存状态呈

现出进一步复杂化的状态；同时，学校德育与社会发展关系非常密切，受到众多因素的影

响。在这一背景下，大中小学德育内容的衔接工作遇到一系列挑战，需要研究、改进。

一、明晰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研究的立场

（一）回归生命成长立场

对于大中小学德育来说，回归生命成长的立场，才能更清晰地感受到德育与中小学学

生成长的内在关系，其内容构成也需要积淀到学生的生命成长中，形成为学生生命内涵丰

富、生命质量提升的重要内容。有学者就曾提出如下论点：“生命价值与道德从根本上说是



一致的，人的生命价值与道德互为条件，没有人的生命存在，也就没有道德的存在。而如果

没有道德价值来维护人类生命，那么也很难保证人的生命价值的顺利实现。”［１］

叶澜明确倡导：“努力在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社会、精神与物质、崇高与平实、道德主体

与道德对象、关联与差异、传承与创生的关照之中，以每一个作为社会人的道德主体在人生

中不可规避的基础性道德关系和道德角色为分析框架，以当代中国社会及个体自身发展对

人的道德要求作为选择核心道德内容的依据，来建构适应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道

德体系。在此，寻求的是最基础性的、一般的构成，是对每个人来说都需要和可能的要求，

是有内在关联的体系式的构成。”［２］４在本文作者看来，当前在部分地区的德育改革实践

中，恰恰缺乏这一“有内在关联的体系式的构成”，因此，德育内容呈现出散点状态，德

育工作呈现出跟风、点状、缺乏系列性与结构性的整体状态，缺乏随着儿童成长状态和社会

生活状态的变迁而整体式吸纳、融通、变革的可能性，进而使得大中小学德育工作者的工作

呈现出“突击队”、“灭火队”的状态。

在叶澜看来，“道德是人类对自身需求和如何才能在社会中得以实现的理性探究的产

物，其规范的是人生的基本操守”。而“这些基本操守主要通过处世、行事和立身的践行来

体现。”作者认为“处世”是对人在行为中如何处理与他人的各种关系、处理与所属不同群

体关系的概括，其中最不可改变的群体，就是个人所属的民族。我们又可以把它分为两项：

一是把他人作为自己同类看待的道德操守；二是把自己所属的民族、国家看做自己生命之最

深根源来看待的道德操守。“行事”是指个体承担义务的各种社会活动，是每个社会角色不

可回避的基本生存方式。“立身”专指个人对待自己的生命存在和发展的态度，是指向自我

的一种操守［２］５。

 这一研究思路对本研究有直接的启示价值，即在当代德育内容重建的背景下，其一

要聚焦大中小学衔接阶段学生所处的独特的道德关系；其二要清晰学生特殊的道德角色；

其三要从可以开发的道德学习资源出发。三者汇聚，形成对于大中小学衔接阶段学生道德成

长需要的清晰认识，由此形成德育内容体系建构的直接基础。

而且，这一对生命的关注，并不否认社会角色所赋予的道德内涵，而是将学生作为丰

富的生命体，作为具体的社会人，来看待其内在的丰富。如《学会生存》所言：“人类发展的

目的在于使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使他作为一个人，作

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理想家，来承

担各种不同的责任”［３］。也如法国思想家莫兰所言，当代教育需要进行思想的再改造，要



致力于培养新的人：“我们来概括一下教育的使命的基本特点：提供这样一种文化，它使

得可能进行区分、背景化、整体化，谋求解决多维度的、总体的和根本的问题；培养迎战不断

增长的不确定性的头脑，不仅使他们去发现宇宙、生命、人类的不确定的和随机的历史，而

且在他们的身上促进策略性的智能和为着实现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进行博弈的精神；为着

在无论亲疏的人类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行教育；教育归心于法国，归心于它的历史，归心于

它的文化，归心于共和国的公民资格，并引入对欧洲的归属感；培育地球公民身份，为此

教授人类在人类学上的同一性和在文化和个人方面的多样性，以及人类所处的全球纪元特

有的命运共同体，在其中全体人类面临同样的生死存亡的问题。”［４］

上述引用，已经能凸现回归生命成长立场后，学校德育不会被局限于“个体主义”之

中，而会融入到具体的生命体成长中，呈现其内在的丰富性；通过这种方式，也能克服当

前德育相对空泛、难以落实、实效不强的具体问题。

（二）增强学生意识

学校德育工作者每天都面对着学生，每天都与学生生活在一起，但这并不意味着德育

工作者自然而然就会形成学生意识。在研究中，我们看到许多置学生自主生活于不顾的班主

任、德育教师；看到许多将地方教育局、学校的要求不加思考与转换地落实到学校德育中去

的教师；看到许多以自己的良好意愿代替学生自主参与、自主体验的教师；看到许多口头上

倡导尊重学生、关爱学生，而其实践行为却与之差异很大的教师。对于现实中的学校德育工

作者来说，形成儿童意识，确立儿童立场，依然是一个新问题。

学校德育追求通过日常生活的改造，提升学生、教师的道德生活质量。这就需要关注学

生、教师当前在学校内的日常生存状态，并在透析其发展问题和发展需求的基础上，形成对

其道德成长空间的新认识。在我们看来，分析学生的成长需要首先要确立成长的视角，真正

把学生视为成长过程中的人：“分析学生的成长需要，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要充分认

识学生内在固有的基本需要，那就是每个学生都具有自尊和自主的需要，希望得到关注和

认可，需要受到赞赏和好评，期望得到独立和表现的机会。内在需要是形成学生成长的内在

动力，有效展开教育工作的立足点”；“成长过程的观点视成长为一个现实的实践过程，

不把僵化的静态的框架套到这些活生生的孩子身上”；“成长过程的观点视学生普遍出现

的现象为内心状态的外化，是需要的吐露”［５］。这一系列的认识深化，不仅丰富了我们对

于学生道德成长需要的认识，而且为实践改革的深化指明了新的方向。

学生意识的觉醒，意味着承认学生在学校德育中不可缺失的价值主体与实践主体地位，

他们只能在自主参与学校德育的实践中获得发展。德育教师只能在和学生的共同努力下，才



可能推动学校德育的开展。

学生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尊重学生成长的特殊性，他们是“未完成”的人，是成长中

的人，是有着道德成长需要与可能的人。因此，孩子们会有多方面的不足，但同样有着参与

的热情、创造的智慧，有着自我发展、推动学校德育的需要与可能。德育教师在德育工作的过

程中，要包容学生的问题，发现其成长的可能，以德育教师个体的力量和班级、学校群体的

力量推动群体学生与个体学生的发展，要在共同参与学校德育的“实践”中促进学生的道

德成长。

学生意识的觉醒，意味着将自己学校、班级学生的现状视为学校德育工作的直接起点，

将自己班级、学校学生的道德成长视为工作的直接追求。德育教师的工作，是为了促进“这

个”班级、年级、学校学生的发展。在实际的工作中，德育教师更需要将对学生的认识转化为

工作的思路，将自己班级、学校学生的发展现状视为自己工作的直接起点，将学生当前的认

知、情感、思维方式、行为方式作为教育活动的基础，将促进这个班级、学校学生的道德成长

视为自己工作的直接目标。因此，德育教师需要警惕完全依照上级要求而开展工作的传统思

路，“社会性资源毕竟发生在学校教育之外，不能直接等同于学校教育内容。在从社会场域

转换到学校场域时，一定要经过教育的选择、加工、转化、再创造，教育的逻辑需要在其中体

现，教育的立场需要在过程中坚持”［６］。德育教师需要创造性地将对自己班级、学校学生

的研究与相关教育要求结合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更不能取代对学生的理解与尊重。

（三）走向综合融通

如果说，在德育内涵研究上的诸多分歧，反映了理论研究界的研究态度和实践改革的

现实状态，那么，原先存在着的政治教育、思想教育等内容，在我们所理解的德育研究中，

如何认识其关系？在我们看来，这需要形成综合融通的新认识。

回归到真实生活在社会中的生命体身上，当代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连同狭

义的社会生活和个体生活一样，都是生命体生存与发展的基本关系领域。在这些关系之中，

道德的力量依然存在，只不过具有了更多内隐、自觉、长期发挥作用的特征，相关的政治素

养、思想方式的培养，新的德育体系中留存、转化，形成为新的内容综合体。

    因此，在德育研究中，同样要关注公民意识的觉醒、社会性的形成、国家与社会意识的

强化，同样要关注经济伦理，同样要关注思想方法，但不再以强介入的方式开展，而是具

有了德育的独特融入到德育内容的综合体之中。

同样，学校德育实践也应该是综合融通的。在语文、数学、外语、体育、音乐等所有的学

科教学中，都内涵着对学科育人价值的关注与实现，而这就是学校德育的具体实践。再扩展



开来，学校中的学生生活整体就应该是学校德育的构成，学生的班级生活，学生的各类组

织，学生非正式群体，学校、年级组织的各类活动，学校与社会、家庭的沟通等，都是学校

德育的构成。在这一背景下，基于当前对于课程改革的讨论相对充分，本文重点关注的是作

为班主任、政教主任、团队指导教师和德育教师所能开展的德育改革实践，并保持与课程、教

学的沟通与融合关系。

本文不具体关注作为学科、课程而存在的《品德与生活》等内容，也不将德育内容研究

泛化到所有的学科教学中。在我们看来，德育改革需要有内在的专业领域，伴随着班主任等

德育教师队伍的专业水平提高，也考虑到实践改革的现实性，完全可以将学校德育改革与

研究的主体集中到班主任、政教主任、团队辅导教师上。“在我们长期参与的改革研究中，深

切体会到以班主任为实践责任人的班级建设领域、以学校领导为实践责任人的学校日常生活

领域，充满着教育，对学生的成长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７］同时，各学科自身的改革与

发展，在当前阶段可以通过课程改革的力量加以推进，只要提升教师渗透德育的意识，其

德育功能是能很好开发的。

这一研究范围的界定，不意味着我们否认德育的普遍性与渗透性，也不意味着我们将

一直坚持德育工作的专门化思路，而意味着我们对于当前改革实践之现实可能性的认识与

把握。不经历这一专门化的阶段，不可能真正实现学校德育品质的提升。

2、 聚焦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研究的特殊性

立场明晰后，我们可以直面本研究的特殊问题：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研究的特殊性

是什么？

（一）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研究需要关注衔接年段的独特性

衔接年段的特殊性表现为教育要求的综合转换。不同学段有着不同的教育目标体系、内

容体系。而衔接年段的独特，就在于教育要求出现了转换———或是自然的延续与发展，或

是以新增为特点而出现的拓展或深化。对于学生来说，衔接年段是实现转折性发展的年段。

衔接年段的特殊性表现为教育关系的综合转换。无论是生生关系，还是师生关系，抑

或与学校各类生活领域、各类教育活动的关系，衔接年段都是一个告别过去、重新开始的阶

段，需要面对一系列的新要求，在新、旧关系的转换中，实现学生的发展。

衔接年段的特殊性体现为国民教育体系内在有机性提升的关键之点。在教育系统中，

只有形成有机衔接的关系，才能更好地实现教育的价值，也才能不断促进教育系统本身的

自我完善。因此，分割不是教育系统的特质，而不断在分与合的关系中，在有机、整体的背

景下开发每一学段的独特性，才是教育系统变革的走向与需要。



衔接年段的特殊性还体现为社会、家庭、个体的关注点之聚焦等。而上述所有的丰富关

系，构成衔接年段学生独特的道德成长生态，形成学生独特的道德关系。因此，需要我们充

分重视其意义，关注其内涵的丰富性、复杂性，凸显其蕴涵着的教育资源。

（二）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研究需要关注衔接年段学生的特殊性

《教育部关于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体系的意见》明确指出：“整体规划大中小学德育

体系，就是根据不同教育阶段学生身心特点、思想实际和理解接受能力，准确规范德育目标

和内容，科学设置德育课程，积极开展德育活动，努力拓展德育途径，有针对性地进行教

育和引导，使学校德育更具科学性，更好地促进青少年学生全面健康成长。”［８］

身处衔接年段，学生处于个体成长的重大转折点上。他们承受着外部的高压，有着内

在的焦虑、期待、困惑与欣喜；他们的人生有了提升、发展的现实可能，他们的实践行为具有

了综合形成、系统跨越的现实可能，他们的自我有了丰富与拓展的可能，他们的自身发展有

了直面挑战、实现理想的可能。

但所有的可能，都充满着不确定性。因此，大中小学德育内容的衔接，是学生道德成

长的内在需要，是学生生命成长不可缺失的重要资源。

（三）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研究需要关注改革实践的现实可能性

现实状态下，大中小学在相关年段更多关注的是升学问题，聚焦的是知识、技能的综

合培养，忽视的是学生的道德成长。因此，完全可能出现知识系统化了，能力提升了，但是

道德敏感性、道德判断力、道德行为力却大大降低的状态。

在这一背景下，如何突出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的现实可能性，聚焦学校德育的内在

丰富性，使之能够在教育实践中体现，能够转化为学生的生命成长，就成为不能不关注的

问题。

3、 建构基于大中小学学生道德成长需要的内容系列

聚焦到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问题上，在我们开展的较充分的学生研究、大量的调查

研究、一定量的实验研究基础上，基于对于衔接年段学生道德成长需要的认识，我们尝试提

炼出小学、初中、高中、大学各个年段学生德育的具体内容构成，并与相关德育活动的设计相

结合，形成清晰的结构。正如有学者所强调的：“务须从整体性视角探讨审视当前教育改革

与发展中的问题。”［９］在讨论方式上，本文首先呈现结构性的内容设计；至于进一步具体

到不同衔接年段的相关论证与案例，将另文展开。鉴于上海市小学毕业年级为五年级，本参

照系在其他地区需要进一步转化、具体化。



大中小学德育内容衔接结构图

为民之德 为人之德 行事之德 立身之德

小

学

五

年

级

１．对母校、班级的

感恩与回报；

２．继续承担班级

组织管理中的责任，建

设

班级；

３．在多元的社团

生活中增强归属感，锻

炼责任心，提高建设能

力；

４．形成对新的初

中生活的关注与敏感；

５．初步形成对中

国传统文化的敏感，初

步形成积极的地域文化、

中华文化的认同，逐步

内化中国传统美德。

１．平等对待

他人，珍惜友谊，

善于同伴合作；

２．理解父母

善于并主动与父母

沟通；

３．异性交往

中的欣赏与自我形

象的初步形成；

４．学习、生活、

日常管理中诚信待

人

１．学习中的意志

锻炼；

２．脚踏实地，实

现目标的意识与能力；

３．为自己的学习与

班级工作负责。

１．对自我、

人生的希望意识

的初步觉醒，初

步形成自立自强

的意识；

２．自我选

择、努力践行意识

与能力的初步形

成。

初

中

预

备

班

１．对新班级、新学

校的投入、建设，维护班

级和学校荣誉；

２．自主建设兴趣

小组、小队，形成建设、

发展学生组织的意识与

能力；

３．融入新的初中

社团，形成学校一员的

意识；

４．关注社会，参

与力所能及的社会实践

１．学会与同学交往，

学会合作；

２．在多元丰富的活

动中建立与不同年级、不

同班级学生的交往关系，

接纳他人，善于交往；

３．尊重教师，善于

与教师沟通、交流。

１．在丰富的

学习、生活中培养自

主性与创造性；

２．在关注丰

富的社会文化过程

中形成开放的文化

意识和初步的文化

敏感性。

１．形成新

目标，保持积极

的发展状态，热

情投入生活；

２．珍惜成

长，体验成长，

强化成长自觉。



活动

初

中

三

年

级

１．感恩母校，回

报母校；

２．年级生活的自

主介入与管理；

３．社会与个人发

展关系认识的清晰与提

升，形成良好的社会意

识。

１．同伴之间的相互

关

心、关爱与帮助，学

会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系；

２．尊重、理解家长，

善于沟通与表达；

３．对师长的尊重、

理解与平等交往。

１．策划自己

的学习与生活；

２．在学习中

锻炼意志品质，提

高学习能力，形成

学科兴趣与进一步

发展的初步自觉；

３．通过实践

形成反思与重建的

意识与能力。

１．自我意

识明显觉醒，独

立地面对选择，

形成一定的未来

发展预期；

２．学会为

自己的理想而奋

斗，努力实践。

高

中

一

年

级

１．新的班级的自

主融入与建设；

２．学校生活的主

动融入，尊重学校组织

的价值；

３．关注社会，参

与社会，研究社会，回

报社会；

４．关注社会生活

的丰富性，理解社会生

活

的复杂性，形成理

性的社会意识。

１．尊重人的差异，

善于共同生活；

２．尊重教师的劳

动，善于与教师沟通与

交流；

３．加强异性交往

教育，提升尊重异性、

健康交往的交往道德；

４．合理网络交往，

发展网络道德。

１．学会生活自理

提升独立意识；

２．学习自主，直

面突然增大容量和提高

难度的学习，实现学习

方式转变，形成学习自

觉；

３．面对可能的成

绩下降、竞争激烈，能

够面对挫折，尤其是学

业压力和群体竞争，奋

发向上，在丰富的实践

中自强。

１．尊重

自己的梦想，

保持对梦想的

热爱，形成初

步的人生规划

意识；

２．自尊、

自律而不自傲；

３．珍惜

现在，形成清

晰的时间意识。

高

中

三

年

级

１．初步形成国际

视野；

２．提高明辨是非

的能力；

３．发展社会公正

观念，提高民主参与的

意识与能力；

４．热爱世界，热

１．珍惜友谊，关

爱他人，同情弱者，合

理处理竞争与合作的关

系；

２．形成良好的异

性交往意识与能力；

３．与父母、教师

及相关社会人士的交往

１．高度的责任

心与意志力，为自己

的理想而奋斗；

２．在学习活动

中善于自我反思、自我

形成，追求创造，追

求综合；

３．学会自我调

１．尊重、悦

纳自我，正视自

己的优势与不足，

热情地投入生活；

２．理性地

形成自我发展的

预期，人生规划

初步成型；



爱生活，形成健康的人

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坦诚、自然，尊重、平等，

富有建设性。

节，有一定的生活智

慧；

４．面对关键事

件，学会运用自己的

权利，并承担发展的

责任。

３．初步形

成对生命的敏感，

尊重生命实践的

过程性，形成一

定的生命自觉；

４．勇于实

践，承担自我作

为社会成员、学校

一员、班级一员、

家庭一员的责任。

大

学

一

年

级

１．在丰富多样的

组织生活中形成归属、参

与、乃至于创建性的素养

２．积极地组织、参

与意识与能力的形成；

３．有开阔的国际

视野，理性认识、热情融

入社会生活，关注社会

发展，发展民主意识，

增强社会公民意识。

１．善于与不同的

人交往，善于沟通与合

作；

２．尊重、理解差

异与多元。

１．自主学习、主

动表达、善于倾听与合

作；

2．自立自强，面

对复杂的生活与学习

环境，勇于创新，自

强不息。

１．富有自

由特征的人格形

成；

２．追求自

我的丰富；

３．形成富

有超越品性的人

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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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Conne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ontents among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and College
                         ——From the Standpoint of Student’s Life Growth

LI Jia-cheng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Institute of Schooling Reform and Development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issue to connect the moral education 

contents among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and college. The research on this subject needs 

to  return  to  the  position  of  life  growth,  enhance  the  awareness  of  students,  and  go  towards 

integrated  comprehension.  From  this  stand,  the  focus  on  the  specificity  of  moral  education 

contents in colleges and school need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niqueness of joining periods, the  

students in these periods as well as the prospect of reform. Based on the recognition of the needs 

of  moral  development  for  the students  in  different  joining periods,  we can try to  construct  a 

structural content design in two dimensions as the refere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nection of moral 

education  contents  among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and college  .One of  them is  the 

content dimension including the virtue of being a citizen, being for others ,acting and conducting  

oneself in society, while the other is the dimension of each development period.

Key word:  primary school； secondary school and college；moral education contents； 

connection； life growth；moral development need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