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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澳門教青局的委託，人民教育出版社正著

手編寫給澳門中學生使用的品德與公民教

材。下面我結合已有的探索，談談我們編寫教材

的一些初步設想。

以學生為本的核心理念
一切為了學生，為了一切學生的發展，是我們

編寫品德與公民教材的核心理念。

首先，以學生為“主體”＿＿ 把學生看作成

長著的生命有機體，看成是有個性、有靈性、有

活力、有情感、有尊嚴、有思想、有無限發展前

途的活生生的人，他們是教育的主體、教材的

主人。學生的道德情感、道德行為、道德境界不

可能像製造機器一樣地加工出來，而應該是在生

命孵化生命、品行影響品行、人格薰陶人格、情

感點燃情感、心靈與心靈溝通的過程中逐漸涵養

而成的。離開學生這一主體，遠離他們的真實境

遇、內心感受和體驗，再好的道德律令、行為規

範也不可能為學生自覺地接受，更不可能化為他

們的自覺行動。

文．宋景堂

其次，關注學生自身的資源，尊重學生的感

受、生活體驗和道德選擇能力，把學生看成是

良好品德的共同創造者，而不是被動的接受者；

把教材變成學生可以自由地展示自己的智慧和情

感，學會自我選擇、自我判斷、自我提升的平

台，力求讓學生體會到自己的生活、經歷、體

驗、感悟就在書本之中。教材中設計的情境、

提出的問題、展現的探究過程等，無不與學生

的感性生活和切身體驗息息相關。教材是學生生活

的“再現”、“提升”與“回歸”，而不是“高不

可攀的道德知識體系”和“高高在上的道德權

威”。

再次，尊重學生的個體差異性。由於遺傳基

因、生活環境、文化水準等多方面的不同，不同

學生的性格、愛好、生活習慣等都是有差異的。

認識學生的差異，尊重學生的差異，發掘內在於

這種差異之中的潛力，視學生的個體差異性為財

富，是引發學生的道德情感、激發學生的道德體

驗進而形成道德自覺的基本前提。教材中相關道

德問題的提出、探究過程的展開、道德規範的形

成，無不立足於學生的個體差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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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以學生的全面發展為“根本”。蔡元

培說：“教育是幫助被教育的人給他能發展自己

的能力，完成他的人格，於人類文化上能盡一

分子的責任，不是把被教育的人造成一種特別

器具。”1996年4月，國際21世紀教育品質委員

會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交的《教育＿＿ 財富蘊

藏其中》指出：“教育應當促進每個人的全面發

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審美意識、個人責

任感、精神價值等方面的發展。應該使每個人尤

其借助於青年時代所受的教育，能夠形成一種獨

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識，以及培養

自己的判斷能力，以便由他自己確定在人生的各

種不同的情況下他認為應該做的事情。”

人的全面發展並不簡單地等同於高分數、上

名校，良好的學習習慣、與人合作的意識和能

力、適應社會的能力與素質、百折不撓的意志

力、健康的體魄、自我學習和自我發展的能力

等都是人不可或缺的素質。作為促進學生自我發

展、自我提高的引擎，品德與公民教材關注學生

的興趣、愛好、體驗，注重培養學生分析、思

考、判斷、評價、選擇、踐行的能力，促進學生

各方面素質的全面發展。知識與能力、過程與方

法、情感態度與價值觀的有機統一都立足於學生

的生活體驗，著眼於學生個性的張揚、問題意識

的培養、創新能力的提高，特別是良好品德的形

成與發展。

生活．興趣．體驗．探究．引導
關注學生生活和切身體驗是我們編寫品德與公

民教材的一個基本立足點。 緊密聯繫社會生活和

學生思想實際、關注學生的成長須與生活體驗、

注重與學生生活經驗和社會實踐的聯繫，是我們

一以貫之的追求。

以真實生活為背景。人們的生活世界是人的

感性的生存和發展的基礎，是人的認識形成和發

展的基礎，也是一個人的道德世界構成的基礎。

現實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對於一個人形成對他人、

對生活、對社會、對國家、對世界的看法具有深

刻的影響。中學生不是游離於世界之外，而是與

我們成人生活在同一個感性世界中。他們涉世有

深有淺，但都與這個感性世界發生千絲萬縷的聯

繫，他們用自己的眼睛觀察這個世界，用自己心

靈感悟著這個世界。

真實的感性世界是學生形成良好品德的“底

色 ” 。 學 生 對 於 自 己 生 活 在 其 中 的 世 界 的 各

種感受、對於所學課本知識與現實生活之間關

係的理解，無不受這

一既定“底色”的

影響。無論內容

設計還是呈現方

式 ， 我 們 都 注 重

從學生的生活場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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踐，書本的道德知識才變得豐富、生動和深刻，

此正所謂 “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

的道理。

只有當學生從內心體驗某種價值，產生認

同、敬畏、信任的情感或產生拒絕、厭惡、羞愧

的情感時，才談得上道德學習和道德教育的針對

性、實在性。波蘭尼認為，道德知識是“緘默的

知識”，主要依賴於體驗、直覺和洞察力。諾丁

斯發現，人的關懷能力來源於被關懷的體驗。吉

利根、麥克費爾等強調，道德教育的價值在於觸

動情感，注重體驗。只有在親身體驗的基礎上，

道德思想、觀念和規範才能入腦入心，對人的成

長與發展起潛移默化的導引、規範、調控作用。

在實施道德體驗教育時，最主要的是有效組織道

德實踐活動，通過創設富有感染力的真實的道德

情境，促進學生對道德的體驗。從根本上說，無

論對於自身尊嚴、人格、價值的體認，還是對於

是非的辨析、真理的渴求、對美好生活的執著追

求，都有賴於學生的生活體驗。

以探究活動為助推器。教材注重結合學生的生

活體驗設計具有開放性、探究性、辨析性的探究

活動，引導學生結合生活中的道德場景，圍繞一

定的道德話題進行對話、交流、辨析，從而明確

什麼是對的，什麼是錯的，哪些是我們應該提倡

的，哪些是我們應該反對的，以達到自我反省、

自我教育、自我規範、自我提升的目的。同時，

啟發學生主動地進行道德知識的構建，感受道德

知識的生成過程，而不是被動地接受道德知識。

出 發 ， 選 取 與

其 生 活 密 切 相

關 的 素 材 ， 設

計 與 其 生 活 相

關 的 探 究 活

動，提出與

其生活息息相關

的問題，以利於

學生從教材中感受

到一個真實的生活世

界，而不是游離生活的

海市蜃樓。

注重引發學生的興趣。學會與同學、老師、

父母打交道，養成遵紀守法的行為習慣，具備謙

虛、謹慎、誠實、禮貌、愛國等良好品質，是一

個人之成為人的基本道德要求，也是品德教育的

內在要求。而要使這些基本的道德規範內化為學

生自覺的思想和行動，很重要的一條，就是應該

激發學生的道德興趣，引導學生認同基本的道德

規範，變“要我怎樣”為“我應該怎樣”。我們

力求設計倣真的情境，提出富有辨析性的問題，

引導學生通過收集資料、問卷調查、個案分析、

角色扮演、小組研討、同桌交流等豐富多彩的

活動，引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增強學生的道德體

驗，從而形成正確的情感態度價值觀。

以體驗為過程。生活告訴我們：學生在學校中

學到的東西，只有與真實的社會生活相聯繫，才

能變得鮮活起來；只有經過自身的親身體驗和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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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究活動為學生提供了自由想像、自主思考、共

同探究的空間，避免簡單化地作定義式的解讀，

力求在啟動學生思維的基礎上，鼓勵學生大膽嘗

試、合作探究。也就是說，在鮮明展現正確價值

觀的前提下，要給學生一些權利，讓他們自己去

選擇；給學生一些機會，讓他們自己去體驗；給

學生一點困難，讓他們自己去解決；給學生一些

問題，讓他們自己找答案；給學生一些條件，讓

他們自己去鍛煉；給學生一片空間，讓他們自己

向前走。

注重正確價值觀的引導。以“價值澄清（中

立）學派”為代表的西方相對主義觀點認為，道

德價值是多元的，在道德和價值觀教育中，學校

和教師只需要向學生澄清“是什麼”，而不需要

向學生闡明“應該是什麼”，主張把道德選擇的

權力交給學生，學校和教師不應該越俎代庖。然

而實踐表明，這種觀點是偏頗而有害的。

品德與公民教材強調尊重學生的生活世界，

關注學生的自身體驗。但是，“尊重”不是“盲

從”，“關注”不是“遷就”。在現實社

會生活中，美的與醜的、真的與假

的、善的與惡的往往交織在一

起。隨著經濟全球化和資訊

網路化的不斷發展，各種異質

的思想文化借助現代傳播方式在

全球範圍內相互激蕩，這既有利於

學生開闊眼界，瞭解世界各國的

思想文化，也使各種不健康

的思想文化乘虛而入。學生有限的閱歷、易衝動

的年齡及認識的局限性等，不利於他們辯證地、

歷史地看待自己的生活體驗和社會生活。面對同

一個問題、同一個情境、同一個矛盾，不同的學

生往往形成不同的看法，導致“公說公有理，婆

說婆有理”的局面。這就需要正確引導，教材既

要注重啟發學生從多方面進行散發性思考，大膽

設想，多方辨析，又須注重正確地引導，始終堅

持以良好的道德鼓舞人、激勵人、引導人。

應有的結論
為澳門的中學生編寫品德與公民教材，對於我

們來說是一個全新的課題。這與其說這是一個理

論問題，不如說是一個實踐問題。只有全面、深

入、系統地瞭解澳門中學生的學習、生活、思想

實際，也就是說一切從澳門學生的實際出發，才

有可能編寫出適合澳門學生發展需要的教材。

﹙作者為人民教育出版社政治室副編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