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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安徽省合肥、芜湖、桐城、淮北、黄山、安庆、阜阳、六安、铜陵、亳州、宣城、马鞍山12个城市1724名

青少年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当代青少年道德发展呈现出鲜明的群体性特征:他们具有较强的道德认知

能力,但存在知行分离的现象;他们认同社会道德规范,但在价值取向上存在过度关注自我的趋向;他们的

主体意识渐显,但在道德评价上存在相对主义的倾向。加强和改进青少年道德教育应遵循青少年道德发

展的规律,坚持教育与自我教育相结合;尊重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创新道德教育的方法;营造良好的教育环

境,建设青少年道德教育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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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青少年承载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

史使命,他们的道德素质如何关系到国家的未来和民

族的希望。因此,了解和把握当下青少年道德发展的

现状,客观而理性地分析青少年道德教育领域存在的

突出问题及其深层次原因,以便在把握青少年道德发

展规律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提出应对措施和教育策

略,为新形势下改进和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提高教

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无疑具有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一、研究方法与实施

当前,学者们认为很难给青少年下一个准确的定

义,但学界普遍认为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过程中的

一个阶段,介于童年与成年之间(与青年期有重合),
处于由童年走向成年的过渡期。因此,本研究把青少

年界定为学界普遍认同的12周岁至18周岁左右的

年龄区间,这一阶段的青少年绝大多数处于初、高中

的学习阶段,这也是此次青少年样本选取中学生的缘

故。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思想道德总是与社会制度

相联系,受国家的性质所制约,我国的社会主义国家

性质决定了青少年道德建设的方向。因此,本研究中

的道德主要是指与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相对应的社会

主义道德,主要包括社会公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
本次抽样调查从2019年3月至5月采取当场集

中发放、填写、回收问卷的方式,在安徽省选取12个

城市:合肥、芜湖、桐城、淮北、黄山、安庆、阜阳、六安、
铜陵、亳州、宣城、马鞍山12所中学的1800名学生

作为样本,其中,有效问卷1724份,有效率为

97.04%;男生878人,占50.9%;女生846人,占
49.1%;城市392人,占22.7%;城镇556人,占
32.3%;农村776人,占45%;独生子女671人,占
38.9%,非独生子女1053人,占61.1%;预备党员16
人,占0.9%,团员784人,占45.4%,群众926人,占
53.7%。最后采用社会统计分析方法(SPSS25.0)软
件处理数据。

二、青少年道德发展的现状

(一)青少年认同公共生活中的道德规范,但在道

德选择上存在个人偏向

调查显示,94.8%青少年认为“助人为乐”非常必

要和比较必要;86.7%的青少年选择积极主动参加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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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组织的社会志愿服务,但无论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

教育,重智育,轻德育;重理论,轻实践;重言教,轻身

教的现象没有根本性的改观。调查结果显示,在“你
是否经常参加社会志愿服务”的调查中,选择经常参

加的青少年仅占6.6%,偶尔参加的占59.5%,没有

机会参加的占27.6%,因学习任务重而选择不参加

的占6.3%。
调查还显示,在公交车上看见老、弱、病、残、孕,

能主动让座的占75%,犹豫后让座的占19.9%,司机

提醒后让座的占1.6%,假装没看见的占3.5%。在

“穿过十字路口时,你如何做”,82.8%的青少年选择

“自觉遵守交通规则”,11.7%的青少年选择“犹豫后

有闯红灯的行为”,选择“没人时,有闯红灯的行为”占
3.5%。这说明在公共生活领域,青少年基本能够遵

循公共秩序,维护公共利益,但也存在犹豫彷徨的现

象,且某些消极的思想、行为存在随着年级的升高而

上升的趋向。
在“捡到钱包时,你的选择”的调查中,57.9%的

青少年选择“交给派出所”,11.6%的青少年选择“原
地等候失主”,“内心很矛盾,最后还是上交”的比例达

22%,私自占有的占8.5%。这说明部分青少年在道

德行为的选择上呈现困惑、犹豫、矛盾的心理倾向,在
一些道德行为上存在意志薄弱,道德认同与实践存在

“两张皮”的现象。
(二)青少年认同并有条件地接受传统的家庭美

德,表现出主体意识渐显的趋向

调查显示,65.4%的调查对象对传统文化中的

“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态度持有条件认可,25.7%的

调查对象无条件认可,不赞同也不反对的占7.2%,
不认可的占比1.7%。这说明多数青少年认同家庭

道德中的传统美德,而部分有条件地认可体现青少年

对传统家庭美德继承与创造性发展的意愿,这是青少

年思想观念与时俱进的表现。交叉分析的数据还显

示,初中与高中、低年级与高年级学生对家庭美德的

认可程度存在明显的差异,年龄越小、年级越低的同

学无条件认可和不赞同也不反对的比例越高。
百善孝为先。认为自己非常孝敬和比较孝敬父

母的比例分别为28.2%和66.1%,并且男女生之间

存在性别差异,85.8%的女生认为自己非常孝敬和比

较孝敬父母,男生的比例则为76.6%,也许这与男女

生的心理发展特点与思想成熟度的性别差异有关。

家庭是否和谐美满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家庭成员

之间,尤其是父母与子女之间如何处理彼此之间的意

见分歧。在“与父母意见不一致时,你的选择”的调查

中,明确地选择“听从父母的意见”与“坚持自己的意

见”的分别为4.8%和6.5%,比较客观理性地选择

“认为父母的意见正确就听从父母的”与“认为自己的

意见正确就向父母解释,争取取得父母的理解”的分

别为16.8%和71.9%,说明大多数青少年会尊重父

母的意见,能够正确地处理与父母之间的分歧,也有

部分青少年以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处理,明显带有个

人的主观倾向。
(三)青少年痛恨社会假丑恶现象,但却有部分青

少年难于抵御“实惠”的诱惑

调查显示,在对待学业考试中的同学作弊行为,
青少年普遍认为不应该,有违诚信原则,也无益于个

人品德,但看到同学作弊时,能够坚持诚信考试,抵制

诱惑的占65.8%,能够坚决制止的仅占13.2%,选择

听之任之的占10.8%,甚至10.2%的调查对象想作

弊,只是不敢作弊而已。对于近年来少数影视明星的

偷税漏税行为,非常痛恨或比较痛恨的占74.1%,而
漠然处之或无所谓的占25.9%(详见表1),这种“事
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消极对待的方式应该引起我们

的思考。
表1 “如何看待少数影视明星的偷税漏税行为”的样本分析

项目
非常

痛恨

比较

痛恨

漠然

处之

与我无关,
无所谓

Total

人数 595 683 240 206 1724

比例 34.5% 39.6% 13.9% 12% 100%

  三、青少年道德发展存在的问题

从总体上来说,青少年的道德发展与社会主流意

识形态相一致,呈现积极、健康、崇善、向上的态势,代
表着社会文明进步的方向,但也出现一些消极因素,
如部分青少年在道德价值取向上过度关注自我的趋

向;在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上存在“知行分离”的现

象;在道德评价上存相对主义的倾向。尽管只是少

数,但如果缺少正面的教育和引导,也会影响青少年

的健康成长。
(一)青少年道德认识与道德行为存在“知行分

离”的现象

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的分离一直是道德教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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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面临的难题,只不过青少年由于社会阅历少,意志

力薄弱,容易为外在因素的影响和诱惑,他们的道德

也正处于他律向自律的过渡期,表现为道德观念的不

稳定。青少年具有较强的社会公德意识,也有维护社

会公共规范的意愿,但在关涉自身利益的道德选择时

往往犹豫不决,甚至本着实用主义原则,做出与自己

的道德认知相悖的道德选择。调查表明,94.3%的青

少年认同为人处世应该做到诚实守信,但却有高达

62.1%的青少年曾经有过善意或是恶意的“谎言”,可
能实际的情况也许远远超过调查统计的数据。调查

显示,尽管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少年比例高

达94.4%,但在行为实践中能自觉做到言行一致的

只占53.9%,而出现知行脱节的比例高达40.5%。
青少年群体为什么会出现知行背离,言行不一的现

象? 也许与青少年的道德观念尚处于未成熟状态,容
易受外界因素的干扰和诱惑,表现为行为的意志力薄

弱有关,同时也应当承认,教育者尤其是学校教育往

往重外在灌输,轻内在体验;重显性教育,轻隐形渗

透;重理性认识,轻实践养成,导致部分青少年言不由

衷、口是心非,出现道德认识与行为的分离。
(二)青少年在道德价值取向上存在过度关注自

我的趋向

青少年时期是自我同一性形成的关键时期,也是

自我意识开始觉醒的时期,他们的主体性日益增强,
开始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观察、分析、判断周围的世

界,质而言之,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的最大收获是发现

自己“内心的世界”,带有内省的个人主观主义倾向,
表征为自我确定、自我奋斗、自我展现的群体性特征。
人的意识是客观的物质世界的能动反映,外在的社会

根源形成并强化了青少年过度关注自我的倾向,当代

青少年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的逐利行为,以及应试教育成长起来的青少年一代的

功利化倾向,使得他们更关注自己的前途与命运。调

查表明,34.9%的当代青少年认可集体利益优先;超
过半数的青少年追求个人利益,只不过追求个人利益

的方式存在差异,23.3%的青少年希望个人与集体利

益兼顾,而37.9%的青少年选择在不损害集体利益

的前提下,谋取个人合法利益,说明当代青少年的价

值取向呈现由集体向个体偏移的现象,虽然通过个人

的奋斗和努力也可以客观上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

贡献,但是,如果“自我实现”和“自我展现”成为青少

年人生的唯一目标,也会带来自我损害、孤独和异化

现象;如果个人的人生追求与国家与社会的发展目标

相分离,其人生价值也是具有局限性的。
(三)青少年在道德评价上存在相对主义的倾向

青少年道德建设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全

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努力。调查显示,对青少年道德观

念产生影响的主要途径(多选题)的调查中,排在前五

的是家庭、朋辈、学校,社会、网络分别为65.3%、
51.4%、49.8%,47.7%,41.4%。青少年道德观念的

生成与发展既有赖于青少年个体的自主建构,也依存

于家庭、学校、社会等外在环境因素的综合作用,借用

皮亚杰的话来说,青少年道德的形成既不是外界客体

的简单摹本,也不是主体内部结构的自然展开,而是

主体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而自主建构的结果。在青

少年道德教育过程中,个体、家庭、学校、社会(国家)、
朋辈等都是道德教育的主体,理应担负起相应的角

色,承担起相应的主体责任。道德教育主体相互协

调,相互配合,良性互动,形成教育合力是提高青少年

道德教育效果的应然要求,而现实的状况却是主体之

间并没有真正形成聚合效应,甚至出现家庭教育与学

校教育相抵触,社会环境的消极影响消解学校正面的

教育引导,传统美德与现代道德之间因时代的变迁而

出现断裂,尤其是网络文化的良莠不齐,造成青少年

道德判断、道德评价标准的相对主义,给他们带来思

想上的困惑和行为上的矛盾。这是因为“不可能存在

两套伦理原则,一套是为校内生活,而另一套是为校

外生活……学校好像是一个单独存在的机构,以这种

取向来讨论学校中的道德是非常遗憾的。”[1]

四、改进和加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策略

当代青少年成长于经济全球化、信息网络化的时

代境遇下,他们的道德观念形成与发展深深地打上了

时代的烙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络,以更加宏观的、
开放的、变革的视野分析新时代青少年道德观念的现

状与特征,探究青少年道德教育领域存在的突出问

题,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建议,以便改进和加强新时代

青少年道德教育是教育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
(一)遵循青少年道德发展的规律,坚持教育与自

我教育相结合

青少年时期是个体道德品格、智力与思想自我形

成的年龄期。这一时期,他们不仅学会了观察周围的

世界,认识和研究周围世界发生的各种现象,而且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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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努力尝试认识自己的内心世界,有了自己的思想认

识和观念,尽管这种思想观念也许是肤浅的、不成熟

的。然而,教育者无论是家长还是教师仍然漠视青少

年道德发展规律,模糊甚至混淆幼儿与青少年之间道

德教育的界限与区别。青少年时期既不同于婴幼儿

期,也有别于成人期,而是处于自我开始觉醒,走向人

格独立的“过渡期”。因此,青少年的道德教育既不能

像婴幼儿一样,可以按照教育者预设的那样,进行随

心所欲地“完美地塑造”,也不能像成人一样,完全决

定于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青少年道德教育既需

要教育者的“指点迷津”,提高他们的道德认知,更需

要受教育者自身的体验与感悟,培养道德情感与道德

意志。青少年道德的形成是一个知、情、意、信、行的

螺旋式上升的发展过程,那种违背青少年道德发展规

律,希望跨越道德情感与道德意志的中间环节,“毕其

功于一役”的道德教育导致青少年口是心非也就不足

为奇了。苏霍姆林斯基提出的“教育与自我教育”相
结合的教育理念对于破解青少年道德教育知行背离

的现象仍具有启发意义。一方面,青少年尚处于“未
成熟状态”的思想认知特点,决定了他们需要接受教

育者的正面引导,接受符合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教

育,正如列宁所说:“或者是资产阶级的思想体系,或
者是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这里中间的东西是没有

的。”[2]另一方面,青少年自我意识的觉醒,教育者要

为青少年创造条件,搭建平台,让他们走进现实生活,
用自己的眼睛和心灵发现、感受、体验与思考,在认识

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我和他人的关系中,不断修

正、完善自己的道德观念,“使你的教育意图通过学生

自己的积极活动来实现……不要把教育强加于学生

的精神生活,而要使教育的理想自然地融入他们的生

活,成为他们生活的本质。”[3]

(二)尊重青少年的主体地位,创新道德教育方法

“方法并不是外在的形式,而是内容的灵魂和概

念。”[4]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方法对于青少年道德教育

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我们经常听到过教师或家长抱

怨,现代的孩子越来越听不进他们眼中所谓的大道

理,越来越看不懂孩子的内心世界。为什么会出现这

样的现象? 笔者认为,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忽视甚

至漠视青少年道德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尽管我们一直

倡导以人为本,但却往往出现“理论理性”与“实践理

性”的分离。其结果,青少年道德教育的方法不是从

受教育者的视角出发,而是自觉不自觉地要么从自己

的主观意志出发,把一套成人的道德观念强加于青少

年(尤其是家庭教育),美其名曰为了他们的成长;要
么是以社会代言人的身份理直气壮地把既定的道德

原则、规范灌输给青少年(尤其是学校教育),剥夺了

青少年在道德教育过程中的主体地位。皮亚杰认为,
“儿童不再是通过接受现成正确行为的道理和规则而

接近成人的状态,而是靠自己的努力和亲身的经验以

达到正确行为;反过来,社会期望于新一代的不仅是

模仿,而是得到更丰富的东西。”[5]他进一步提出“儿
童是一个哲学家”的命题,对于今天的青少年道德教

育无疑具有启发意义。青少年道德教育实践已经和

正在证实那种无视青少年的主体地位而采取强制性

灌输的方法都是无效的。当然,尊重青少年的主体地

位,并不是放弃教育者的主体责任,而是强调道德的

生成与发展是青少年在与外部环境的交互作用下自

主建构的产物。借用杜威的话来说,青少年道德教育

既需要教育者的“引导”,更依存于受教育者的“生
长”,在“引导”与“生长”之间寻找适当的平衡,这个平

衡点的关键就是在实践中创新教育方法,既确保真正

尊重、认可和保障青少年道德发展的合法权益,又要

引导青少年走出狭隘的自我中心主义,帮助他们把眼

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社会整体利益相结

合,形成更符合现代社会潮流、更为青少年接受的“有
我的利他观”。

(三)营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建设青少年道德教育

共同体

“青少年在连续的和进步的社会生活中所必需具

有的态度和倾向的发展,不能通过信念、情感和知识

的直接传授发生,它要通过环境的中介发生。”[1]43 由

于青少年心智尚未成熟,还没有形成稳定的人生观与

价值观,他们受外在环境的影响相较于成人来说更为

明显,而环境对青少年思想与行为产生影响既有消极

因素也有积极因素,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人们经

常抱怨5天的学校正面教育抵不过2天的社会环境

的消极影响的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当我们批评部分

青少年道德出现功利化、世俗化、自我中心化、利己主

义等行为倾向的同时,我们不能忽视社会环境、家庭

环境、学校环境的某些负面影响,如市场经济中的逐

利行为、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主义、应试教育中的功

利性追求以及各种潜规则的盛行无不给青少年带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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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污染”。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创造环境,同样,
环境也创造人。”[6]这就要求我们营造良好的社会环

境,优化校园环境和创设温馨和谐的家庭环境,从而

发挥环境对青少年的思想陶冶与品格塑造的积极影

响。与之相对应的教育主体———家庭、学校、社会理

应各负其职,各尽其责。家庭教育对青少年道德的养

成具有基础性作用,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学校

是青少年道德教育的主渠道,是形成符合社会主流意

识形态的前沿阵地;社会风气则对青少年产生润物无

声的影响;在信息网络化社会,网络环境在青少年思

想品德形成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现
代的青少年道德教育亟须家庭、学校、社会形成三

位一体的教育体系,而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是相对独立的运行系统,使其在方向上趋同,在
力量上整合,在内容上相得益彰,需要政府功能的

发挥,建设青少年道德教育共同体,使家庭、学校、
网络、社会在青少年道德教育过程中同行同向,才
能形成教育合力。否则,一个对于道德观念缺乏实

践上的一致性的共同体,必然也缺乏道德共同体所

需要的必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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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StatusQuo,ProblemsandEducationalStrategies
ofContemporaryTeenagers’MoralDevelopment:

BasedontheInvestigationandAnalysisof1,724TeenagersinAnhuiProvince
YERongguo,LIKe

(CollegeofMarxism,AnhuiNormalUniversity,WuhuAnhui241002,China)
Abstract:Thisstudyconductedaquestionnairesurveyof1,724teenagersinHefei,Wuhu,Tongcheng,

Huaibei,Huangshan,Anqing,Fuyang,Lu’an,Tongling,Bozhou,XuanchengandMa’anshan.Thesurvey
showsthatthemoraldevelopmentofcontemporaryteenagerpresentsdistinctgroupcharacteristics:they
havestrongmoralcognitionability,buthaveaphenomenonofseparationofknowledgeandpractice;they
agreewithsocialmoralnorms,buthaveexcessiveattentiontoselfinvalueorientation;theirsubjective
consciousnessgraduallybecomesapparent,butthereisatendencyofrelativismin moralevaluation.
Strengtheningandimprovingthe moraleducationoftheteenagersshouldfollowthelaw of moral
developmentofteenagers,adheretothecombinationofeducationandself-education;respectthesubject
statusofteenagers,innovatethemethodsofmoraleducation;createagoodeducationalenvironmentand
buildacommunityofteenagermoraleducation.

Keywords:teenagers;moraleducation;educationalstrate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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