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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信仰通常适用于宗教层面；信念则更适用于道德，是指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

法。本文从道德信念对中小学生的影响出发，提出了培育中小学生道德信念的若干途径。通

过哲学透析并运用心理学成果，发现个体不同时期获得的道德信念日后改变程度不一样；学

校组织成员所共享的信念是学校文化的重要基础，它们是影响个体道德信念的重要因素；道

德信念会有形无形地影响学生未来价值的选择和道德自律；道德信念决定个体的决策、日常

行为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作为教育工作者，要潜移默化地培育早期信念；运用权威引导学生

接受正确的道德信念；利用情感，促进学生道德信念变革；让学生参与道德实践，促进学生

信念改变与实践变化的良性循环；让学生学会反思与体悟。 

［关键词］信念； 信仰；价值选择； 反思 

[作者简介] 彭虹斌，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广州 510006) 

 

在道德领域，一些学者的言论中常常使用“道德信仰”； 另一些学者则使用“道德信念”； 

由于“信仰”一词与宗教的关系非常密切，因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在道德领域到底使

用“道德信仰”还是“道德信念”比较合适? 信仰和信念的区别在哪里? 如何加强新一代人

的道德信念，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本文试图对这些问题作一个初步探讨。 

一、道德信仰抑或道德信念 

相信(believe) 、信仰(faith) 、信念(belief) 三者之间关系比较密切。限于篇幅，本文仅

对三者的当代含义做一分析。 

相信(believe) 是指“认为正确或确实而不怀疑”(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

辑室，2012) 。例如，我们可以说，相信科学，相信真理。有时相信也单指信任对方。史密

斯(Cantwell Smith) 认为，“‘相信’一度指人与绝对之物和确然实在的关系，而今天‘相

信’的对象却变得难以确定、值得怀疑。”(李林，2012) 邓晓芒也认为，“凡是一个行为都

是有目的的，凡是目的都包含着某种相信，这种相信是不可靠的，它随时都有可能变成不相

信。”(邓晓芒，2015)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尽管“相信”字面上是认为某事物正确或确实，

但是本身就带有怀疑的成分、不确定的成分。 

信念则是“自己认为可以确信的看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2012)。

戈尔金( Gerald A．Goldin)认为，信念是对事物附加真理和效度的内在呈现方式，通常很



稳定，而且有很高的认知成分，可能有很紧密的结构。( Gerald A．Goldin，2002)他认为，

信念是个人基于真理和效用而作出的价值判断。另一学者格林( Green，T)认为，信念具有

三个特征，(1) 近似逻辑性，按照主体的看法来排列的，一个人可以持有相互矛盾的信念； 

( 2) 心理重要性，信念系统可以按照心理上的重要性组织，存在中心信念与边缘信念的层

级关系； (3) 组合结构，信念是以簇序的方式聚合在一起的。(Green，T，1971) 

至于信仰，通常与宗教联系在一起。《不列颠百科全书》认为，信(仰)(faith)是人对于

至高上帝和终极救恩的内心态度、信念或依赖，有些宗教强调神的恩惠。它们认为，虔诚信

徒内心对于神的爱所抱有的确实感和态度就是信(仰)。(不列颠百科全书，1999) 这就意味

着，不列颠百科全书强调信仰的宗教性质，信仰具有超越性，与宗教保持联系，没有宗教或

者终极关怀就没有信仰。我国出版的《辞海》认为，信仰是对某种宗教或主义极度信服和尊

重，并以之为行动的准则。(辞海，2011) 我国的《辞海》的定义也定位于宗教层面，即便

是某种主义，也在于这种主义的精神层面的信服。 

美国知名宗教学者史密斯对“信仰”(faith) 的含义作了归纳：一是信仰是追问终极意

义的能力；二是对超越者的回应，人人都有那种对超越者进行追问回应的能力，在他看来，

超越者指代终极实在，包括正义、美和真实等价值，既可以被理解为想象的，也可以被理解

为真实的。三是信仰可以被视为一种类似于虔诚或仁慈的人性，四是对“超越者”作出回应

或发现了意义，一旦发现了意义，他自然而然就会围绕在回应中引发的终极关切来组织身边

的事物。(Edward J Hughes，1986)在他看来，信仰作为人有别于禽兽的天性来自对超越者

的回应，赋予人的生命以意义。信仰遍布于各个宗教传统。 

关于中国人的信仰问题，国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国人是有信仰的，且有一批学者出版

了道德信仰方面的著作或者发表相关论文，如黄明理、荆学民、任建东等人( 魏长领，2004； 

任建东，1998．＆2015；荆学民，1999； 赵平，李靖，2014)；也有少数学者如李泽厚、余

秋雨、邓晓芒等认为中国人是没有信仰的。如邓晓芒就指出，“真正的信仰应该是纯精神性

的。信仰最终还是和宗教分不开。”(邓晓芒，2007)赵建国也认为，“信仰的确与彼岸有关，

与神有关，尽管‘理性信仰’本身往往没有神，可是它依然把自己的信仰对象像神一样看待。”

( 赵建国，2008)邓晓芒认为，真正的信仰有三个特点，“一是它的纯精神性，它本身绝不掺

杂世俗的标准，它是完全超功利、超世俗的； 二是入世性，并用这个坐标来衡量、评价和

批判世俗生活，三是谦虚性，有强烈的自责和忏悔意识相伴随，希望上帝赐给自己以坚定的

信仰。”(邓晓芒，2015)外国学者也深知中国人的信仰也存在明显的功利性。对中国文化有

深厚功底的法国学者葛兰言认为“中国人的信仰并不包含任何坚定的信念或执著的忠诚”(葛



兰言，2012．)。在他看来，功利性使中国人的信仰失掉内在的虔诚，也使中国人失掉本心

的纯粹。 

综上，我们发现，英文中的 faith与中文的信仰有差异，限于篇幅，只作简单说明。英

文中的 faith有宗教背景，汉语中的信仰一词基本上没有宗教背景，且用的比较“泛”，即

一部分学者把信仰用到了政治理想、道德等领域，如很多人常用“共产主义信仰”，以及“道

德信仰”。 

由于“信仰”一词与宗教的密切关系，所以如果我们在道德领域使用“信仰”一词，难

免给人的感觉是比较牵强。为了与西方国家“信仰”一词的含义接轨，我们不建议在道德领

域使用信仰，而使用信念。 

至于政治层面的表达，使用“信念”也比“信仰”更合适。另外，虽然宗教信仰也包括

道德成分，但是绝大多数中国人不信宗教，且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功利成分比较大。据统计中

国目前信仰宗教的人才 1 亿人左右，且主要分布在西藏和宁夏，试图在中国以宗教教育来

行使部分道德教化的职能是很难的事情。 

道德信念是个体从儿时开始在道德生活中积累和发展的、个体深信不疑，以个人逻辑和

心理重要性( 主要—派生) 为原则组织起来的道德观念系统，它们是个体道德实践活动的参

考框架。道德信念是个体对道德的理解和感觉，它们构成了个体建构和参与具体道德实践的

行为方式。在构成上，每个人的道德信念系统有着自己的准逻辑结构，在不同的个体身上表

现不一样，具有独特性。这个准逻辑结构包括一些主要的道德信念和派生的道德信念。后者

是在前者的基础上派生出来的。处于中心的是最强烈的道德信念，比边缘信念要坚定，边缘

的则是最易改变的信念。如图 1 所示。 

同时，任何道德信念都是“情感—认知—评价—行动”的混合体，情感在道德信念中处

于引领作用。在类型上，道德信念可以分为宣称的信念和践行的信念，前者是个体所认同并

且“所说”出来的道德信念，个体通常认为这些被表述出来的信念是正确的； 后者是个体

在实践中“所为”表现出来的道德信念。践行的信念更多地受个体默会知识的影响，存在于

个体的自觉或无意识之中，即使反思也未必能把握到。 

我们认为，道德信念的特点主要有： 

1．相对稳定性。个人的道德信念系统一旦形成，就显得比较稳定，只有当个体面临着

与已有道德信念相冲突的情景时，才可能变化，因而，道德信念具有一定的稳定性。 

2．确认性。个体所形成的道德信念都有不同程度的确认性，即对它信以为真； 持有某

一道德信念的人会认为这一道德观点比其它道德观点的可信度更高。 



3． 情感性。道德信念作为道德方面的一种价值认同，含有情感性成分，菲利普欧(George 

Philippou) 和克里斯托( Constantinos Christou) 认为，情感使信念稳定，如果有人对自

己的信念感觉良好，以他们为荣，或为它们感到高兴，那么这种信念结构特别稳定。 

4． 导向性。道德信念一旦形成后就会有意无意地影响人的行为，成为人价值选择的坐

标。例如，同样是完成一项竞投标，有公正信念的美国投标者，会认真准备，以实力展开竞

争，等候公平的裁决；中国大陆的投标者，更多的信奉“走关系”和“人情优势”，他们会

私下给评标者或有关组织部门送礼、打招呼等。 

5． 层次性。在人的道德信念系统中，较重要的道德信念位于信念系统的中心，其它信

念则位于边缘。处于中心的信念影响力最大，不易改变；边缘的信念则是最易改变的。不同

的道德信念在不同的情景中可能具有不同的心理重要性。 

 

 

二、中小学道德信念的现实意义 

信念是道德教育中的一个至关重要因素，道德信念在个体身上发挥着强大的精神动力，

维系个体的德性。没有信念，道德的遵守就会成为空中楼阁。 

（一）中小学阶段是道德信念教育的黄金时期 

一个人在早期形成的道德信念，倾向于长久保持，很难改变；成年后获得信念就相对容

易改变。早期形成的道德信念容易形成中心信念，成年后获得的道德信念，多数是派生信念，

只有少数会成为中心信念。因为，学生在儿时容易不加怀疑地接受大量的道德知识，参加道

德实践活动，接触道德现象，他们最多只是问问父母这些事情为什么发生，并没有审视和追

问这些现象的真正成因。所以，此期大量的道德知识通过实践活动转化为他们坚定的道德信

念。儿时的道德信念是成年后获得的道德信念的基础，这些信念自然而然就成了中心信念； 

成年以后，他们学会了反思，变得越来越理性，他们能够根据逻辑来推断，即经过理性的筛

选和逻辑的论证。后期获得的信念都必须建立在前期道德信念的基础上，故成年后获得道德

信念多数成为派生信念。当然，儿时获得的少数道德信念在成年后也会改变；一旦个体变得



非常成熟，他们会有自己的道德信念体系，形成自己的道德哲学。 

例如，在不同的文化圈长大的学生，早期都受不同道德价值的影响。一些道德价值会转

化为学生的信念，这些信念难以改变，且对他们的处事方式影响很大。儒家文化圈的长大的

学生，多数认为“等差之爱”合情合理，但是以基督教为背景长大的学生，则认为“平等”、

“博爱”才是正确的方式。成年后获得的道德信念容易发生变化。例如，在学生时期，很多

人接受了公平正义等道德信念，但是一部分学生成年后从事商业活动，“没有永远的朋友，

只有永远的利益”成了一部分人的道德信念，因为，追求利益是商人的生存方式，其中一部

分人便会以利益为导向，偏离公平和正义；有的人甚至唯利是图。 

所以，由于早期信念的重要性，我们认为中小学时期是道德信念教育的黄金期，教育工

作者必须抓住这个黄金时期，培育学生良好的道德信念。 

(二) 学校文化是影响个体道德信念的重要因素 

由于学生生长在一个大的文化环境中，他们的信念系统包含了所有从文化传承中获得的

信念。中小学生的一方面接受学校教育，同时接受家庭教育和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而学校文

化中的信念可能是构成个体信念系统的重要内容，也是影响学生道德信念的重要因素。学校

文化中的信念系统会影响到学生的方方面面，它们对个体的道德信念形成、转变和发展都有

深远的影响。例如，全国各地的国学特色学校中，宣传并传播传统的道德经典是它们的一项

重要任务，在这些学校熏陶过的学生，他们的道德信念总会受到传统儒家道德经典的影响，

一部分学生会信奉这些道德经典，一部分学生即使对儒家道德经典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但是

这些儒家道德经典会留存于他们的记忆中，一旦遇到合适的情景，会转化为他们的道德信念。

因而，必须重视学校文化对道德信念的影响，学校管理层应该构建良好的学校文化。 

(三) 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实践与道德信念三者是双向互动的关系 

 
 



学生的道德知识是通过他自己相关的道德信念系统的过滤转化为实践的：(1) 学生的道

德信念具有过滤作用，也就是说，道德知识是通过他自己相关的道德信念系统的过滤转化为

实践；二是道德信念对于道德实践具有倾向性的支配作用，道德信念会驱动道德行为，而实

践和行动又会修正道德信念； 三是学生的道德知识、道德行为和道德信念三者都存在双向

互动关系，共同建构为学生的实践情景。总的来说，由于存在道德知识这个“变量”，学生

的道德信念与道德实践并非简单的线性因果关系，而是动态的复杂关系。个人的经历，包括

直接观察、间接报告，从观察或报告中所作的可信的推断，或从其它道德信念理性的演绎结

论，以及权威的确认，等等，对道德信念的形成与建构过程的具有重要作用。在学校教育中，

我们要向学生“传输”道德知识，但是不能简单地认为道德知识可以直接转化为学生的道德

信念，而是要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如建构道德实践情景、树立道德权威、促进学生反思等途

径来培养学生的道德信念。 

(四) 道德信念影响个体的决策、日常行为和生存方式 

具备何种道德信念，就表现为对人生价值的设问、探索、追求和回答，在一定程度上制

约着人的行为，乃至生存方式，引导人生方向和发展道路。早期形成的道德信念对学生的影

响是终生的，如潜移默化地影响个体的言行，制约他们的处事方式，对一般乃至重大事情的

决策，以及人际交往也会有较大影响。即使是成年后形成的信念，也会影响他们对各种问题

的决策。由于道德信念无时无刻都在影响中小学学生的行为方式，具体到学习的动机、日常

问题的解决，以及同伴交往和师生交往，做家务事的态度，以及对未来职业生涯的规划等。

对学生道德信念的培育应体现在日常生活中，及时发现并修正学生道德信念中存在的问题。 

三、如何培养中小学生的道德信念 

刘易斯(Lewis)认为人的信念六大基石主要是权威、逻辑推论、情感、意义的体验、理

性的直觉、科学方法的个人使用(Lewis，1990)。另外，关于信念的形成过程，多数研究认

为，信念的形成经历以下几个阶段：被动地接受和无意识地习得；信念的具体化和显性化；

个体信念的反思和哲学化。根据信念的基石和形成阶段，我们认为培养学生的道德信念，我

们应该从如下方面着手。 

(一) 润物细无声：潜移默化地培育早期信念 

儿童的早期道德信念处于无意识阶段，他们只是一味地接受它，并未审视道德信念究竟

有什么意义，更不会追问道德信念的合理性。因而，对于未成年的学生来说，他们第一次看

到或理解了一种道德观念，他们会清楚地把它接受为真的。所以，对于幼小的孩子来说，我

们一定要营造儿童成长的优质环境，宣讲正确的道德观念，通过精心设计的道德实践活动，



潜移默化地培育他们符合社会秩序的道德信念； 避免一些不良道德行为对他们进行干扰，

减少给他们带来的负面影响。具体在家庭教育中，父母亲应该发挥人格的力量对子女施加潜

移默化的影响； 学校教育中，校长和老师发挥道德楷模的作用，让儿童形成健全的道德信

念。 

(二) 运用权威：引导学生接受正确的道德信念 

美国学者沙利( Saari) 认为，信念系统的形成过程包括: 从简单的感知信念或者权威

信念  经由新的期望、观念、观点和确信度 形成一种总体生活观。(谢翌，2002) 他的信

念形成理论很好地说明了权威对于学生道德信念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学生道德信念的产生

很大一部分起源于权威。权威可以是榜样、有一定影响的道德事件等等，道德榜样对学生的

正面影响很大，我们经常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就是这个道理； 重大的社会事件，如

果涉及到道德问题，其处理与解决方式符合社会伦理，是另一种权威，如果媒体加以报道，

社会舆论正确引导，学校广泛宣传，则有助于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信念。 

(三) 利用情感: 促进学生道德信念转变 

情感决定了信念的保持和改变。皮亚杰认为，情感包括兴趣、动机和感情，它是智能活

动的发动机，就像“汽油，是激活汽车的发动机但不改变其结构”一样(Piaget，1981) ，

在他看来，动作的诱因总是情感，因为情感决定了活动的价值并给它们分配能量。韦纳认为，

情感驱动思维和行为，并引导个体去拒绝或接受一种新的信念( Weiner，B．，1980)。所以，

我们认为，学生的情感是学生认知发展的动力，也是学生道德信念存在和变革的重要基础。

那么，我们如何利用情感来促进学生道德信念朝着好的方向发展呢? 首先，家长和教师要以

情感人，通过感化的方式让学生体会到家长和教师的良苦用心，通过正面或者隐性的情感刺

激使他们的道德信念发生转变；其次，创设情景，构建良好的情感氛围，让学生通过情感体

验，形成良好的道德信念。 

(四) 参与道德实践：促进学生信念改变与实践变化的良性循环 

学生道德信念的改变与实践的改变是循环的关系，无论从何处开始，他们都是相互影响

的。在实践与信念的循环中，个体最初形成的道德信念在实践中会遭遇两种情况：(1) 无认

知冲突，会强化原有的道德信念；(2) 产生认知冲突，怀疑原来的道德信念，或形成新的道

德信念；然后，进入下一个循环。例如，学生讲诚信，说实话，在实践中如果得到家长和老

师的表扬，就会继续保持诚信；如果某学生讲诚信，结果受到不法分子的欺骗，他今后就会

在诚信方面变得谨慎起来，甚至怀疑自己的诚信到底值不值，是不是还要继续讲诚信。教师

要在学生参与道德实践后，及时总结，对符合社会发展秩序的道德信念要大力加以提倡，并



讲明道理；对不符合社会发展秩序的道德信念要加以批评，阐述其弊端，告诫学生不要做出

违背社会道德的事情。 

(五) 意义的体验：让学生学会反思与体悟 

斯诺等人认为，“人类倾向于建构和坚持为自己需要、愿望和目标服务的信念；这些信

念有助于自我提升、自我保护和个人的社会控制的目的，以及导致观念上和社会判断上的偏

差”。(Snow，Corno ＆Jackson，1996)反思和体悟对学生的道德信念建构具有重要的意义。

孔子的“吾日三省吾身”，荀子的“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朱熹说：

“日省其身，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晚清的重臣曾国藩也提出“人贵有自知之明”，在他

们看来，内省是净化灵魂的保证。先人的这些语录在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因而，

让学生参与道德实践活动，尤其是学生经历重大的事情后，鼓励学生反思，认真总结、自我

反省，既可以让学生明白事理，了解正确的道德信念的重要性，也是形成道德信念的重要途

径。 

总之，随着时代的发展，道德信念遭遇前所未有的挑战。德性形成依赖于习惯，道德信

念需要坚定的意志力来支撑。“我们的德性既非出于本性而生成，也非反乎本性而生成，而

是自然地接受了它们，通过习惯而达到完满”(亚里士多德，2003)。通过习惯形成德性，常

用的方法无非是外在的教化与内在的反思，其主要途径是实践。儿童和青少年通过实践锻炼，

加上外在的教化，以及自己不断的反思，会坚定自己的道德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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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faith is mainly applied to the religious dimension，belief is more suitable for 

morality．Moral belief refers to the psychological tendencies to believe in someone or something 

and resolution to put it into practice．In fact，most Chinese people don’t have definite faith，as they 

are too realistic rather than pious．So it’s suggested that in moral education，it’s better to use moral 

belief instead of moral faith．In structure we have core moral beliefs and derivative moral 

beliefs．There are two types of moral beliefs: espoused beliefs and acting beliefs． 

Starting from the effectiveness of moral beliefs on students，the article puts forward some 

methods of cultivating the students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philosophy and psychology，we find that the moral beliefs attained in different periods change 

differently．Generally，moral beliefs attained in early times are difficult to change． After 

adulthood，moral beliefs are easier to change．So childhood is the best time for students to attain 

moral belief． School climate is an important factor which influences students’ moral beliefs． As 

the foundation of school culture，the beliefs shared by members in schools are the important 

factors of moral beliefs． And teachers should try to create a healthy school culture in order to 

improve students’ moral beliefs． Moral beliefs can influence the students’ choice of values and 

self-discipline．Moral beliefs affect the decisions，behaviors and the ways they deal with 

problems． 

In Lewis’s opinion，the foundation of beliefs consists of power，logic deduction，affection，

personal significant experiences， rational intuition， and application of personal scientific 

methods．Educators should help students to establish the early moral beliefs subtly，as children are 

naive and usually don’t question the moral beliefs taught by their teachers．Besides，school 

teachers and parents should make use of affection to help change students’ moral beliefs．They can 

create effective situations to help students form moral beliefs through practice．Teachers should 

encourage students to practice，because students’ moral beliefs and practice are closely linked，and 

mutually affected．In this way teachers can promote a virtuous cycle between students’ moral 

beliefs and practice．Teachers should also stimulate students to contemplate their behaviors．As 

Confucius said，we should contemplate ourselves three times a day．Reading without thinking 

tends to throw one into bewilderment． By contemplation students can understand the meaningful 

ideas，and realize the importance of correct moral belie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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