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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当前文化建设特别是道德文化建设，同经济发展相比仍然是一条短腿。道德重建是一项
十分重要、十分紧迫的时代任务；作为祖国的未来和希望，重建未成年人道德，需要我
们有不同角度的思考和多元化的反思。为此，本书从法治化角度出发，探寻构建未成年
人道德体系的内容和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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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线试读部分章节

第一节建国初期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
建设的雏形（1949~1965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1982通过的《宪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
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首次将全体公民的道德
规范用法律文件形式规定下了。可以说，我国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公民道德法治化建设
从建国之初就已呈现良好的开端。

建设的雏形（1949~1965年）1949年9月29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
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第四十二条规定：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
、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全体国民的公德。1982通过的《宪法》第二
十四条规定：国家提倡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社会主义的公德，在人民
中进行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国际主义、共产主义的教育。这是首次将全体公民的道德
规范用法律文件形式规定下了。可以说，我国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公民道德法治化建设
从建国之初就已呈现良好的开端。

第二节“文革”时期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的

第一，法律虚无主义造成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严重破坏。由于林彪、“四人帮”一伙
出于篡党夺权的目的，提出砸烂公检法，大搞形“左”实“右”的法西斯专政，使我国
经济、政治、文化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国民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社会道德建设也受到
严重的损失。林彪、“四人帮”鼓吹“一切为了权”的道德观，推行法西斯式强权道德
；污蔑道德修养就是不讲阶级斗争，就是“修正主义”；煽动“打砸抢”风气，宣扬“
文盲”、“痞子流氓”道德观；在树立先进典型时，把先进经验绝对化、公式化、模式
化以致弄虚作假。从而导致人们的道德是非观念混淆，道德判断失准，心理失衡，道德
和信仰危机加剧，并且对此后我国道德建设产生重大消极影响。

第三，革命功利主义成为道德价值评判标准。为达到革命胜利的目标，凡是符合这个目
的的行为就是善的、有价值的行为，凡是不符合这个目的的行为就是恶的行为，这种以
革命功利主义作为道德价值的评判标准，自然而然地内化为未成年人的价值观。

第五，绝对化的集体主义教育。“文革”期间片面地宣扬集体主义精神和毫不利己、专
门利人的品德，所有人都必须服从集体利益，所谓“集体的事再小也是大事，个人的事
再大也是小事”，动辄狠批“私字一闪念”，“从灵魂深处爆发革命”，当个人利益与
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理所当然地应当牺牲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其实质是否定个
人利益的价值正当性，从而误导并形成了一代未成年人的非理性道德观。

第七，片面的价值观教育。理想的价值观教育理念应该同事具备科学和人文两种精神特
质，但“文革”时期所体现出的价值观教育却与之相悖。具体表现为：一是对人文精神



的背离，人文精神是一个人价值观的核心内容，缺乏人文精神的政治价值取向教育，使
未成年人的价值观教育失去了理性基础，除了陷于政治狂热，很少有人对自己人生的意
义有人文精神的理性思考。二是表现为对科学精神的否定，科学精神旨在追求客观真理
，并通过实验、观察事实加以验证，“文革”时期“左倾”理论的践行者出于阶级斗争
的需要，以政治化的实用主义，压抑、打击了科学精神的教育，体力劳动被奉为神圣、
高尚的第一劳动，知识分子精神的创造活动及教育活动则被视为异端邪说，导致许多未
成年人形成“知识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大老粗光荣”
等非理性、被扭曲的价值观。

“文革”时期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是非颠倒和歪曲异化，给人们留下了太多的历史教训
：其一，构建未成年人社会主义道德体系，离不开法律保障及实施道德法治化，这是一
个值得严肃对待和深刻思考的课题。其二，教育应保持相对独立性，一旦教育被政治所
渗透或替代，必然会造成完整社会的失衡。其三，教育应以对人的关怀为前提，未成年
人社会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塑造其独立人格的过程：“社会化的正式定义就是一个人获
得自己的人格和学会参与社会或群体的方法的社会互动过程。”戴维?波谱诺著、李强等
译：《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42页。

改革开放以来，步入社会转型期的我国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
并开始步入正轨，但是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

第一个发展阶段（1978年至1986年上半年），其特征是广泛开展群众性思想道德活动，
此项活动持续多年，有声有色、影响广泛、深入人心，使人际环境日益和谐，未成年人
的社会道德风尚逐渐提高。

第三个发展阶段（2001年至今），其特征为公民道德建设。2001年1月，党中央提出以德
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治国方略。同年9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2004年3月22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
的若干意见》，是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建设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纲领性文件。《意见》共2
8条，分为十个部分，包括：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是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
任务；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主要任务；扎实推进
中小学思想道德教育；充分发挥共青团和少先队在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重视和发展家庭教育；广泛深入开展未成年人道德实践活动；加强以爱国主义教育基
地为重点的未成年人活动场所建设、使用和管理；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的社会氛围；净化未成年人的成长环境；切实加强对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工作的领
导。 《意见》提出了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
和培育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
想信念。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全国中小学教育领各
中小学未成年人道德法治化开始步入正轨：全国各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被修订，思想品
德、语文、历史等课程教材管理得以加强，学生综合素质和学校教育质量考核评价办法
进一步合理化；中小学生守则、日常行为规范以及教师行为规范被重新修订，新时期学
生道德行为要求和教师育人职责更加明确，班主任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为祖国明天
更美好——我国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综述》，《人民日报》2009年11月29



日。

自我国进入社会转型期以来，都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未成年人道
德建设，可以说是目前我国党和政府乃至全社会社会最为关注、最为重视、最令人忧虑
的社会重大问题之一。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也是我国当公民道德建设中最重要的构成部分
之一，因为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不仅直接关乎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直接关乎我国的未来和命
运。相对于成年公民道德建设而言，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难度更大,效果更难显现。正由于
此，党和政府从战略高度出发，颁布了一系列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以及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的纲要和意见；全国人大立法机关先后出台了未成年人保护法和未成年人预防法
等一系列法律文件,社会各界也才如此深刻地认识到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重要和急迫。

综观目前我国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可以发现至少存在如下不足
：

很多学者及有关工作者在分析寻找未成年人道德方面存在的问题时，往往只是众口一词
地从家庭、学校、社会等定性角度，罗列和分析千篇一律、众所皆知的笼统原因，然后
从家庭、社会、学校“三位一体”地构筑道德教育防线，自认为已经找到了问题存在的
根本症结和作出了正确的结论。缺失对该问题的定量实证分析研究，尤其是缺少对未成
年人道德建设的长期跟踪调查研究和比较研究，因此此类论著的理论价值和实际参考价
值均十分有限。

所谓浮夸性的研究，较多地表现在对上级意图的领会和贯彻落实，停留在空泛宣传教育
的层面，缺少对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的学理研究深度。笔者遍查CNKI中国期刊全文数
据库，据大致统计，截止2011年底，被CNKI全文收录的其内容与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
有关的论文共901篇，其中青少年道德建设（28篇）、青少年伦理（10篇）、未成年人道
德（126篇）、未成年人伦理（1篇）、青少年道德教育（205篇）、未成年人道德教育（
49篇）、青少年伦理教育（1篇）、伦理体系（73篇）、道德体系（406篇）、道德规范
（1篇）、伦理（249篇）。专著部分共260种，其中道德建设（10种）、道德规范（1种
）、伦理（249种），而直接研究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专著则付诸阙如。在已发表的论著
中，对未成年人道德体系建设的研究多停留于纯理论思辨，直面探究中国“社会转型”
深刻影响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为数甚少，反映出研究者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与社会转型或
社会变迁的重大现实背景的忽视、脱离和割裂，未能对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的诸多问题给
出深刻的解释。“譬如在传统社会本来并不存在的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为什么只是到
了现代社会才如此明显和必然地凸现出来?为什么在中国未成年人道德建设问题与改革开
放的实际进程如此地密切相关?一句话,为什么未成年人道德建设在中国蓦然间成为整个
社会热议的‘问题’?对于诸如此类严肃的问题,脱离“社会转型”这一重大现实背景,是
无法得到全面和深刻阐释的。”廖小平：《未成年人道德建设研究及其路径的批判性审
视》，《天津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