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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与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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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 2018年度重点课题“中小学德育评价基准及实施方法研究”（CA⁃

DA18065）的阶段性成果。

“场”是物理学的概念，指某个物理量在空间

的一个区域内的分布，是物质存在的基本形态，如电

场、磁场、引力场等。物质之间的相互作用就是通

过场来实现的。在场中，元素之间会彼此影响，处

于场中的元素会因彼此的共鸣产生凝聚力量。借用

场的概念对德育工作进行研究，旨在建立中小学德

育工作框架体系，为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实施提供借鉴。

一、德育场的内涵及价值

（一）德育场概念的缘起及定义

1. 德育场概念的提出

20 世纪 30 年代，库尔特·勒温 （Kurt Lewin）
借用物理学的场论概念，提出了社会场理论和心理

场理论。场理论认为，每个人都被其行为发生的场

所影响，人的行为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包

括物理环境、他人行为以及与此相连的诸多因素。

德育是教育者按照社会的要求，有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施加影响，将一定的社会

思想和道德观念转化为个体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

的教育过程。受物理场、社会场和心理场的启发，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教育学者田慧生等人提出

“德育场”的概念， [1]借用“场”对所处其中的物体

具有作用力的特性，以及场中物体之间具有相互作

用、相互转化的性质，来说明德育的整个运作过程。

2. 德育场的概念界定

“德育场”是指德育过程中学生所处的德育环

境及其与学生自我意识和行为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是德育系统诸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德育生活

空间” [2]。学生在社会熏陶、家庭影响和学校教育

的共同作用下，通过自我意识，掌握道德知识、形

成道德判断和践行道德行为，进而将其内化为自己

的思想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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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场从范围上来说，包括社会、家庭和学校

三个空间。学校德育场是指学校内部与学生的思想

观念和道德品质教育相关的有形或无形的德育环

境，以及德育环境与学生之间产生的直接或潜在的

影响。与社会和家庭相比，学校德育场经过了一定

的优化处理，对青少年品德发展的影响具有其他德

育场不能替代的作用。一般包括三个方面：第一，

物理形态的德育环境及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为学校

的物质生活条件、德育活动的实施条件以及富有教

育意义的物质性存在因素，如校容校貌、教学楼楼

道和教室的布置、德育活动场地及设施等；第二，

制度形态的德育环境及影响作用，主要体现为以学

校规章制度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规则要求，如学生行

为规范、学校流动红旗表彰规定、班级管理制度

等；第三，精神形态的德育环境及影响作用，主要

体现为学校长期发展内化形成的一种无形的精神内

蕴和文化氛围，如学校的历史传统、校风班风、集

体观念、师生关系和舆论氛围等。

3. 德育场概念对现有德育理论的改造和丰富

生活德育理论认为，道德源于生活，德育与生

活是统一的。生活德育理论主张道德教育要脱离

“知识化”“教条化”“政治化”倾向，明确指出了

生活与道德的紧密联系，确立了道德教育在整个教

育系统中的独特价值和地位。回归生活是生活德育

理论的核心思想，旨在通过道德生活实践来提升学

生道德理性和道德感悟的能力。借鉴德育场概念，

可以扩展对生活德育理论中“生活”的理解，对生

活德育理论加以改造。此处的“生活”不仅仅是实

践生活，也包括学生在校的所有生活，可理解为

“德育场”。也就是说，“生活”德育不仅不排斥课程

教学中的德育，而且应将其作为学校德育的主渠道。

多因素相互作用论认为，影响人的身心发展的

因素主要有遗传、环境、教育和个体主观能动性四

个方面。对于学校德育而言，除了遗传外，其他三

个因素都是需要考虑的重要因素。借鉴德育场概念，

可以对“环境”的内涵进行扩充，对多因素相互作

用论加以改造。将环境因素与教育因素相整合，归

入“德育场”，立足点是教育与环境的融合性，即

承载教育因素的环境本身就具有教育性，一切有教

育意义的环境和环境对人的影响都属于德育场。

基于德育场概念对生活德育理论和多因素相互

作用论的改造，在马克思主义提出的“人是环境和

教育的产物” [3]的思想指导下，可尝试形成德育场

理论的初步想法。其核心思想是，具有教育意义的

德育环境、环境对受教育者施加的影响以及受教育

者的自我意识共同构成了德育场。德育场中的事物

自然地、时刻地、潜移默化地渗入受教育者的头

脑，通过直接的教诲或间接的熏陶，引导受教育者

去感知、体认和自觉思考，促使受教育者逐渐形成

良好的思想观念、情感心态和道德行为，是一种充

分重视环境与教育统一性的新的德育理论。

（二）德育场理论对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构建

的适用性分析

1. 德育场的运作机制

人的思想道德观念形成，主要是依靠参加社会

生活实践获得的直接经验，以及学习社会道德规范

和道德知识获得的间接经验。在学校教育中，一方

面，学校通过课堂教学以知识传授、说理教育、与

学科学习结合实施品行培养等方式，将德育内容落

实到德育课程及其他学科课程中，发挥课堂教学的

主渠道作用，可称之为一种“有形之教”；另一方

面，学校通过校园文化的营造及实践活动的创设，

以环境熏陶、氛围感染、人际互动和情景暗示等方

式，[4]潜移默化地增加学生的道德实践和道德体验，

可称之为一种“无声之育”。“有形之教”与“无声

之育”共同构成了学校德育场。

学校德育场的运作机制是，学校德育环境中的

诸要素对学生施以影响，经过学生主体的感知、解

读、内化和建构，逐步形成自己的思想道德观念和

道德行为习惯。在德育场的运作机制中，“润物细

无声”“主体性建构”是两个最为根本的属性。所

谓“润物细无声”，就是在德育场的作用下，教育

意图被隐蔽起来，学生受学校德育场的影响，品

质、行为、观念和情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变化，德

育通向学生的内心，是一种无痕的教育。所谓“主

体性建构”，是指学生主体与德育场之间形成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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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通过内心的判断、选择、加工和重组，学校德

育环境逐渐内化为学生个体内部的道德心理环境，

进而整合形成自己的思想观念和价值体系，并外化

为行为习惯。

在“有形之教”与“无声之育”的共同作用

下，学校德育场能对学生产生潜移默化、润物无声

的教育效果，具有价值导向、品格塑造和行为养成

等功能。第一，价值导向功能。学校德育场对中小

学生价值观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指引作用，将社会意

志和价值渗透于学校的各种文化活动中，促使整体

社会的道德要求逐渐内化为学生正确的人生态度和

价值观追求。第二，品格塑造功能。学校德育场具

有强烈的感染力，在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等自然环

境的熏陶下，学生的精神世界受到感染。在和谐的

集体氛围和友善的人际关系影响下，学生健康向上

的道德情感和道德意识被激发，思想受到启迪，优

秀的道德品质不断形成。第三，行为养成功能。学

校德育场对学生的行为具有约束、规范作用，促进

学生良好生活习惯和学习习惯的养成。在德育场管

理和评价机制的运行下，学生的行为表现逐渐由外

在控制转为自我约束。

2. 德育场对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构建的价值

德育场作为一种尝试建立的新的德育理论，是

否适用于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研究，需要对德育场理

论的适用性进行分析：第一，德育场强调整体。

“场”的概念着重体现出教育工作的整体性，形成

“事事育人、时时育人”的教育场景，学生处于场

内，能随时、随地受到教育，凸显“场”的包裹

性；第二，德育场强调联系。德育场中包含影响学

生道德发展的若干要素，这些要素之间不是相互独

立的，而是具有紧密的依存关系，诸多要素协调配

合，形成教育合力；第三，德育场强调默会。德育

的很多内容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需要学生内心

的感知和体悟。德育场注重借助环境和氛围的营

造，潜移默化地对学生施以影响，具有一定的隐蔽

性，对学生的教育效果优于直接的、生硬的灌输。

因此，德育场理论适用于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研究。

将德育场理论引入中小学德育研究，对于构建

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具有重要意义。首先，德育场

是一种全新的德育工作理念，有助于从整体上把握

学校德育工作，实现立德树人。德育工作每所中小

学校都在做，但很多呈散点状，并未形成体系。德

育场的介入能将学校散点状的德育工作“串起

来”，形成系统的德育工作体系。其次，德育场从

动态角度研究个体与环境的关系，有助于探索学校

教育对学生产生影响的内在机制即德育“黑箱”。

人与周围环境存在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关系，德

育场概念的运用能将个体与其所处的环境作用关系

揭示出来。再次，德育场具有空间的全覆盖和形式

的全容纳等场域特点，有助于形成全员育人、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德育工作格局。在德育场的作

用下，学校德育工作在人员、时间和空间上体现出

强大的包容性。

二、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

体系框架的建立

（一）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定位及特性

1. 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定位

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的定位是：学校

的所有工作都是德育。从学校德育工作来看，学校

就是学生道德品质、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赖以形成

的德育场，学校的所有教职员工均肩负德育的责

任。因此，学校德育工作的站位应是学校全局，德

育工作体系的主要负责人应是校长，而非德育副校

长。同理，主抓德育工作的应是学校整体而非学校

中的一个部门 （德育处或学生处）。也就是说，学

校的所有工作都应把德育考虑进去，在学校管理、

制度建设、师资队伍、课堂教学、社会实践、人际

关系和家长工作中等，都要把德育纳入其中，使学

校“人人都做德育，事事都是德育，处处都有德育。”

2. 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的特性

在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表现出几个

明显的特性：第一，情境性。学校德育场的情境性

体现为鲜明的情景特征和丰富的情感内涵。情境理

论主张知识与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活动不是学习与

认知的辅助手段，而是学习整体中的有机组成。[5]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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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学校德育场中的情境既包括自然情境，也包括

课堂情境，还包括活动情境等。不同类型情境的共

同特征是具有画面感，正所谓“借山光以悦人性，

假湖水以静心情”，要有意识地创设能触动学生情

感、走进学生内心的教育场景，借助有形或无形的

物质环境或精神氛围，将道德情感和价值观以内隐

的方式传递给学生。第二，渗透性。从作用方式上

看，学校德育场对学生的影响是日积月累的，教育

者将价值观和道德要求熔铸到校园的一草一木、融

入集体的规则规范里，学生在普通常规的学校生活

中渐渐感受和领悟其中的道理，良好的道德品行在

一点一滴中形成，产生一种“桃李不言，下自成

蹊”的教育效果。第三，弥漫性。从空间维度上

看，德育场弥漫、充盈在学校的所有角落，它无处

不在、到处都是，学校的每一个环境布置、每一次

活动设计都应具有教育意义。学生置身其中，被德

育场所包围，自然而然地受到教育和启迪。第四，

体验性。道德认识和道德情感的形成仅靠说教是无

法实现的，必须经过学生的切身体验，才能唤起内

心的共鸣。德育场作用的发挥，不仅仅是学生被动

地接受，更需要他们主动地参与。外来的强制性说

教很容易引起学生的反感，而在与校园环境、人际

关系、教育活动的互动中产生深切的体验方式才更

加符合青少年的年龄特点，能让学生自觉自愿地加

深道德认识，强化道德行为。第五，长效性。德育

不是一种短期见效的行为，而是一种具有长期性特

点的特殊劳动过程。德育场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

养，周期长、见效慢，虽不能立竿见影，却往往会

影响学生的一生。

（二）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框架

在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整体体系由

理念目标、实践场域、实施途径和工作事项四个层

次构成，其中，实践场域又包括显性场域和隐性场

域两部分。理念目标是宏观的、指导性的宗旨，是

指在可能的条件下教育应达到的状态，是对德育工

作的“应然”理想；工作事项是微观的、操作性的

践行，是指德育工作在学校中的实际运行样态，是

对德育工作的“实然”呈现。从“应然”的理念目

标到“实然”的分项工作，中间通过中观的实践场

域和实施途径架构起连接，由此建构出中小学校德

育工作体系框架（见图 1）。

11.. 第一层次第一层次：：理念目标理念目标。。指中小学校的教育思

图1 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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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和目的，是学校德育工作实施的基本定位和指导

思想，具体包括教育理念和育人目标。

（（11））教育理念教育理念。。指学校总体的教育思想和办学理

念，是对“教育应然”的理性认识和主观要求，包

括教育宗旨、教育使命、教育理想和教育原则等内容。

（（22））育人目标育人目标。。教育理念的下位概念，指培养

人的方向及学生应达到什么样的境地或标准。

22.. 第二层次第二层次：：实践场域实践场域。。指中小学校德育工作

的践行载体，是学校德育工作的组织实施和技术操

作，具体包括显性场域和隐性场域。

（（11））显性场域显性场域。。指教育者为促进受教育者道德

品行发展，所提供明确的、直接的、外显的教育环

境及实践载体。所谓显性，就是教育痕迹非常明

显，教师直截了当地将学校对学生道德品行的要求

传授给学生，明确地告诉学生应达到什么目标，应

做什么，怎样做是对的，做了之后所能获得的结

果。学生在教师的引导下，经过身体力行，能清楚

地看到自己思想和行为的变化。

（（22））隐性场域隐性场域。。指教育者为促进受教育者道德

品行发展，所提供暗含的、间接的、内隐的教育环

境及实践载体。所谓隐性，就是教育的痕迹不太明

显，教师并不直接地向学生明示自己要向学生传授

的道德品行方面的要求，学生也并不知道自己在接

受哪方面的教育，而是隐含在某种客体里，通过一

些比较婉转的方式，间接地向学生传递信息。学生

在无意间受到熏陶、生成体会、悟出道理，进而内

化为自己的道德品行。

33.. 第三层次第三层次：：实施途径实施途径。。指在显性场域和隐

性场域的范畴下，中小学德育工作具体实施的教育

渠道和方式。

（1）显性场域的实施途径，包括课程途径、活

动途径、管理途径，体现出明确的、直接的、外显

的教育特点。①课程途径。指通过国家要求开设的

德育课程、其他学科课程、地方课程以及校本课

程，发挥育人主渠道作用。②活动途径。指利用重

大节庆日、纪念日、仪式教育、校园节会、团队和

社团等开展主题教育活动，以鲜明的价值导向引导

学生。③管理途径。指通过推进学校治理现代化，

从完善管理制度、明确岗位责任、加强师德师风建

设、规范学生行为、关爱特殊群体等方面，将德育

工作要求落实于管理细节中。

（2）隐性场域的实施途径，包括文化途径、实

践途径、协同途径，体现出暗含的、间接的、内隐

的教育特点。①文化途径。指通过优化校园环境、

学校文化建设和学校氛围营造等，让校园处处成为

育人场所。②实践途径。指通过开展主题实践、劳

动实践、研学旅行和志愿服务等，让学生在实践中

体悟。③协同途径。指通过构建学校、家庭、社会

协同育人机制，争取家庭、社会共同参与和支持学

校德育工作。

44.. 第四层次第四层次：：工作事项工作事项。。指遵循显性场域和隐

性场域各自的运行特点，各类实施途径所包含的具

体工作项目，是德育在学校工作执行层面的操作落

实，应秉持尽可能穷尽的原则，将所有相关工作都

囊括其中。

（1）显性场域的工作事项，具体包括：德育课

程教学、学科课程教学、地方 （校本） 课程教学、

校内主题教育活动、团 （队） 活动、班主任工作、

学生管理评价制度、师德建设等。①德育课程教

学。按照国家德育课程标准，落实德育课程任务，

发挥课堂教学主渠道作用。②学科课程教学。挖掘

不同课程的德育功能，明确不同课程的德育目标，

将德育内容融入日常学科教学中。③地方 （校本）

课程教学。结合地方特色及学校特点，因地制宜开

发地方和校本德育课程，开展专题教育。④校内主

题教育活动。开展节日纪念日活动、节庆日活动、

仪式教育活动、校园节（会）活动等主题明确、形

式多样的校内教育活动。⑤党团队活动。在学校团

委指导下开展少先队、共青团活动。⑥班主任工

作。班主任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前提下，开展班集体

建设、学生发展指导、教育沟通协调工作，制定班

规、召开班会、建设班风等。⑦学生管理评价制

度。细化学生行为规范，形成管理制度，制定学生

评价体系。⑧师德建设。建立全员育人制度，明确

学校各岗位教职工的育人职责，培养宣传先进典型。

（2）隐性场域的工作事项，具体包括：学校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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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建设、校园环境优化、人际关系、社会实践、劳

动实践、志愿服务、家校协作机制建设、社会共育

机制建设等。①学校文化氛围。依据学校办学理念

开展校园文化建设，形成具有学校特色的文化格调

和育人氛围。②校园环境优化。学校在校园的建筑

设施、布局美化及楼道、教室的布置设计上体现出

教育的内涵和对学生潜移默化的熏陶。③人际关

系。营造积极健康、和谐友善的师生关系、同学关

系、干群关系、同事关系。④社会实践。挖掘爱国

主义教育基地、公益性文化设施、专题教育实践基

地等教育资源，开展各类主题实践。⑤劳动实践。

在校内和校外开展劳动实践，培养劳动意识，形成

劳动能力。⑥志愿服务。开展与学生年龄相适应的

志愿服务活动，注重过程管理。⑦家校协作机制建

设。建设完善家长委员会、家长教师协会等家校协

作制度，明确协作的具体内容和运行机制，使其发

挥实质性作用。⑧社会共育机制建设。联合宣传、

综合治理、文化和妇联等部门，建立多方联动机

制，搭建社会资源平台。

（三）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体系的影

响因素

1. 空间

勒温用“心理生活空间”（psychological life
space） 来描述心理场中影响一个人行为的所有事

实总和，是拓扑心理学的一个基本概念。在德育场

中，可用“道德生活空间”来描述影响一个人道德

行为的全部事实。一个事物对另一个事物的影响，

不是点对点、直线对直线、平面对平面的，而是立

体对立体的影响，即空间的作用力。德育空间就是

以立体的形态包围着作用对象 （学生），以非线性

的、多维的、复杂的方式对其发射出能量，这个立

体的力量系统就是德育空间的场力系统。德育空间

一旦形成，在空间内的各种力量就能相互组合，共

同作用于教育对象，形成“场”。德育场的空间覆

盖越全面，作用力方向越一致，德育工作体系就越

完整，德育工作效果就越好。

2. 时间

时间因素首先体现为长期性。一个事物对另一

个事物的作用时间越长，其影响效果越大。当一个

人在特定的“场”中所处的时间越长，就越容易表

现出与这个“场”一致的倾向性。如，常年生活在

山区的人具有山区人的明显特征，一个家庭中的成

员具有非常相似的行为表现，这些都与长期受到某

一特定“场”的影响有着必然的关系，即所谓的

“泡菜效应”。在德育场中，德育工作通过长时间持

续地渗透作用，使学生的内心逐渐发生“化学反

应”，在潜移默化中内化道德认知，养成道德习惯。

时间因素还体现为后效性，即滞后性。学生道

德品行的发展与学科知识的获得不同，最为明显的

差异表现为：学科知识教学，教师教了，学生马上

就能学会；德育工作不能像学科知识学习一样显现

出“立竿见影”的效果，一次有意义的教育活动可

能在很长时间以后，经过长期的、反复的体悟，才

会使学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发生实质变化。因

此，对德育工作体系的评价不应以学生的道德品行

为依据，而应以德育工作的目标、内容和方式为依据。

3. 人员

生活德育理论认为，德育是为学生生活服务的，

学生所处的德育生活环境对学生道德发展具有很大

影响。在学生所处的德育生活环境中，人具有至关

重要的作用。德育场中的人员因素主要涉及教师、

学生、家长，这三类人员在德育工作中充当各自独

特的角色，发挥各自独特的作用。他们两两组合，

构成四组关系：师生关系、家校关系、同伴关系、

亲子关系。这四组关系成为德育场中影响德育工作

的人员关系因素。更进一步，可将四组人员关系分

为强协同关系和弱协同关系。当人员关系和谐融洽、

彼此帮助、有配合意识时，会对德育工作起强化和

推动作用，即 1+1>2。如，同学间友善互助，学生

能在集体中受到极大的正面教育；当人员关系矛盾

冷漠、发生分歧甚至出现冲突时，会对德育工作起

弱化甚至阻碍作用，即 1+1<2，甚至出现 1+1=0的

问题。如，家长与教师发生矛盾，且没有得到及时

解决，会对学生的教育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

4. 联系

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框架体系包含两

教育科学研究202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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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实践场域、六种实施途径和十六个工作事项，由

此构成了全空间、全过程、全人员的德育场。其

中，十六个工作事项并非相互独立，而是彼此联系

的。其中一项工作开展得好坏，可能会对其他工作

事项产生积极或消极的影响。当各个工作事项之间

目标一致、信息互通、协调配合时，会发生耦合作

用。如，班主任在全面了解学生的基础上，还能与

各学科教师协同配合，则有利于学科教师在科任课

教学时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形成共同合力；当各

个工作事项之间目标相悖、信息不畅、互相妨碍

时，会发生干扰作用。如，学校的人际关系不和

谐，师生关系紧张，出现校园欺凌现象，则会对学

校文化氛围的建设起到严重的阻碍作用，进而对学

生的道德情感和道德行为产生不良影响。

三、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

体系的实施建议

（一）通盘规划

在德育场视域下建立起来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框

架体系，其最大的特点是整体性。即德育工作是全

局性的，需要学校站在整体的视角，通盘规划、设

计和推进。其中涉及的每一项工作都不是单一独立

的，都需要在学校整体布局的基础上，与其他工作

相互配合。因此，可将基于德育场视域所建立的中

小学德育工作体系理解为一个“网状”结构，而非

“点状”结构，需要通盘考虑德育工作的定位、性

质、特点和结构。在每一项具体的工作中，还需要

进一步细化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和德育方法等。

（二）统整优化

德育场视域下的中小学德育工作框架体系所提

出的十六个工作事项并非完全固定不变。学校应依

据自身实际及校本特色，对该框架体系进行补充、

完善、统整和优化。统整优化的基本原则是，在保

证上述十六个基本工作不丢项的情况下，对有关联

的工作进行整合优化设计。如，可以将德育课程与

校本课程进行整合。有的学校开设了心理辅导校本

课程，就可以与道德与法治课进行相辅相成的教

学。如，以“情绪调整”为主题，道德与法治课开

设一节课“揭开情绪的面纱”，从认知层面帮助学

生认识情绪；心理辅导校本课程则开设一节课“放

飞好心情”，从操作层面指导学生做好情绪管理。

两项教学工作相互配合、相互支撑，从不同角度共

同促进学生良好心理品质的形成。此外，还可进行

德育课程与团队活动的统整、主题教育活动与社会

实践的统整、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统整等。

（三）常态运行

德育场视域下中小学德育工作框架体系的实

施，在“场”的天然影响下，应秉持常态运行的原

则，在“静悄悄”“慢悠悠”“沉甸甸”的教育实践

中踏踏实实地开展工作。所谓常态，就是在常规的

学校教育中，以正常的符合教育规律的状态实施。

在这一原则指导下，鲜亮的口号、宏大的场面、轰

动的效应都不应作为学校德育工作追求的目标。德

育工作的常态应在日常教学、教师示范和同学交往

中，应在学校时时、日日的教育工作中，应是细水

长流、细腻无痕的。

（四）换位思考

德育的根本是对情感产生影响。德育场的作

用就是在浸润式的影响下，触动学生的内心，焕发

出道德的力量。德育场视域下的中小学德育工作，

在“场”的包围作用下，力图激发学生情感的共

鸣，引起学生内心的共振。因此，在设计和实施德

育工作时，一个重要的思维角度就是站在学生的视

角换位思考：教育主题是否符合学生年龄特点和认

知特征？情境设计能否引发学生道德判断的思考？

活动形式会不会引起学生反感？基于这样一种视角

的转换，那些重形式而轻实质、重口号而轻内容的

做法，自然就被排除在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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