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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人论德

学校德育为什么要改革？在一系列文件、报告乃至教育著述中，谈到这个问题的

基本思路是：不仅我国社会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且这个世界正在并还将发生深刻

的变化，它们对学校德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而现实学校德育存在诸多不足，不能“适

应”变化，迎接挑战。我称之为“适应论”的思路。

按照“德育适应论”来构思学校德育改革，准确地把握社会发展趋势和要求，就

成为成功与否的前提。但这并不容易。国家意志强调长治久安，代表的是统治阶级的意

志，不免时不时强调与敌对势力“争夺青少年”的“斗争意识”；研究者看重教育规

律，强调的是普遍化、理论化的“真理意识”；而实际工作者面对具体的学生、具体的

问题和具体的情境，强调“实践意识”。由此观之，形成改革共识是可能的；但形成为

什么改革的共识则比较困难。说到底，这是由于不同的主体对于中国社会今后向何处

去，存在不同的判断与选择。今后的中国社会，究竟是走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

的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公民社会，还是走向中央集权、强势政府、全能政府的威

权社会，或者是维持现状、维护既得利益、害怕并阻碍改革深化的特权社会？这些观点

与信念的差异，必然导致人们对为什么改、改什么等产生巨大分歧。

在我看来，中国必将走向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公民社会！这个判断基于如下

思考：

首先，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自由、平

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加强公民意识教

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试

问，如果我国社会未来发展方向不是公民社会，那培养合格公民岂不是无的放矢？

其次，我国政治民主化的稳步推进，市场经济的逐步成熟，催生了新型的公民社

会，呼唤具有独立人格的公民。据不完全统计，目前我国有各种类型的公民组织（如自

愿者组织、行业协会、学术性组织、民间组织等）多达三百万个，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

越来越重要的、不可替代的作用。这就改变了传统中国社会中国家政府与家族个人的两

极结构，形成了由独立个体即平等公民、公民组织和国家政府构成的三极结构。这是社

会和谐和社会稳定的基石。

再次，就中国几千年的历史发展而言，公民社会不同于传统的臣民社会，是一个全

新的社会形态，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从世界历史发展来看，公民社会是人类五百

年来的发展潮流，“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在集权专制国家，臣民被关在笼子里；在

人民专政国家，敌人（包括思想上、言论上和行动上的敌人）被关在笼子里；只有在公

民社会里，才实现了把权力关在笼子里的伟大目标，才有可能限制公权力，不让公权力

变成迫害人、剥削人、腐蚀人的“利维坦”！

中国走向公民社会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无疑将给学校德育带来全方位的挑

战。积极应对并适应这种挑战，是学校德育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杜时忠，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湖北省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

“湖北省学校德育研究中心”主任。湖北武汉，430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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