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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是指由环境 、中介 、人的素质三者构成的理论模型。这

一理论模型 ,以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的界定和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为指导 ,深刻而简洁地揭示

了环境 、中介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三者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这一模型的理论价值在于揭示了

历史唯物主义 、德育理论和数理统计三者之间高度的内在统一性 。方法价值在于为德育科学

研究方法探索出一套将历史方法 、德育理论和数理统计方法三者统一起来的具体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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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环境研究是德育学科的前沿课题。在现代社会条件下 , 随着大众传媒作用的强化和对外开放的扩大 , 环境影响

越来越复杂 、越来越突出。因此 , 研究德育环境理论 ,开发德育环境资源 ,就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际价值。

一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的含义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是指由环境 、中介 、人的素质三者构成的理论模型。

在这一理论模型中 ,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形成 、发展和教育工作者德育活动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

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 ,具体包括社会环境 、学校环境和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依据其构成要素分为经济环境 、政治环境 、文

化环境。学校环境依据其育人的构成要素 , 分为教学与学习环境 、管理与校风环境和硬件设施环境。家庭环境不作细

分 ,但它主要由家长的职业 、文化程度 、经济状况 、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等方面构成。

中介是指介于环境 、人的素质之间的 , 使这二者既分界开来 , 又连接起来 ,起着桥梁 、纽带 、媒介和过渡作用的不可逾

越的中间环节 ,是在这二者之间相互作用 、相互制约的关联中 ,具有“亦此亦彼 , 非此非彼”特征和属性的中性因素。具体

包括:(1)观察学习。观察学习是班杜拉社会学习理论中的重要概念 ,其基本涵义是人们能够仅仅由观察他人的行为而

学习。他对此下的定义是 ,“人的思想 、感情和行为不仅受直接经验的影响 ,而且更多地受观察影响 ,称观察别人的行为

及其结果而发生的替代学习为观察学习” [ 1](第 1362 页)。我们认为这一概念是正确的 ,但这一概念在对象 、范围 、内容

上还可以进一步扩大。本人对观察学习所下的定义是 ,通过观察 、关注社会发生的各种重大时事政治事件以及学校 、个

人身边发生的事情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产生影响作用而引发的学习。(2)舆论引导。它是指社会群体或社会组织

机构对社会生活所表达的具有一定影响力和约束力的言论。舆论是极为常见的社会现象 , 它同社会 、团体和个人都有密

不可分的联系。舆论引导 ,就是舆论宣传要对人们的思想行为进行引导。舆论引导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形成所

起的作用是十分巨大的。(3)德风感化。德风感化中的“德风” , 指的是道德感化的力量。“德风”出自《论语·颜渊》中的

“君子之德风 , 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 。感化 ,是指用潜移默化或使受教育者形成和转变思想感染力的环境气氛 , 在

情感上熏陶感化 ,促使受教育者发生预期的变化。我们这里的德风感化主要是指我们党良好的党风对社会风气 、对全民

族的思想行为的影响作用 ,是教育者或领导者通过自身道德形象来感化人民群众的一股重要德育力量。 邓小平指出:



“为了促进社会风气的进步 , 首先必须搞好党风 , ……只有搞好党风 ,才能转变社会风气 , 才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 2](第

177-178 页)(4)精神塑造。它是指着眼于现实的经济政治条件 ,充分重视并善于运用人类已经积累起来的 、尤其是在我

们自己的奋斗历程中形成的文明成果 ,结合新的历史条件 ,用我们党的优良传统 、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美德塑造培养

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5)理论武装。这里的理论武装是指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武装人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武装是

形成人的良好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根本条件。(6)信任激励。这里的信任主要是指对于党和政府的信任。(7)实践活

动。这里说的实践 ,包括社会实践 、生产实践和科学实践。实践因素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影响 , 随着对象的不同

而有所变化。(8)群体评价。它是指处于特定社会环境 、社会关系和社会实践活动中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带有血缘 、地缘 、

业缘 、情缘关系的某一社会群体 , 运用已掌握的思想政治道德评价标准对某群体或某些人 、或自身所处群体的思想政治

道德素质等方面作出价值判断的活动。对所在群体的深刻认识和恰当的评价是把人们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在社会环境

影响下提高到相应水平的关键导向 ,对推动人们形成社会进步所要求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抑制和纠正与社会进步相悖

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有重要作用。

人的素质 ,完整来说包括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 , 这里主要是指思想政治道德素质。这种素质是个人在德

育和环境的作用下 、在实践的基础上 , 在思想政治道德方面所获得或增长的素养和修养。这里包括三点:其一 , 思想政治

道德素质是一个整体 ,它由思想 、政治 、道德三个方面的素质组成;其二 , 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受到德育和环境的共同作用 ,

前者是自觉的因素 ,后者是自发的因素;其三 ,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是在长期实践中获得或增长的素养和修养 , 实践既是使

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 、德育和环境三者发生联系的中介 ,又是这三者赖以存在的基础。

由环境 、中介 、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三者构成的模型见图 1。

图 1　环境 、中介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三维理论框架调查指标设计图

　　X1:对目前我国经济形势的基本评价;X2:对未来

经济发展态势的基本估价;X3:对近 1年来我国政治局

势的看法;X4:对未来 3年我国政治局势的看法;X5:抗

洪精神对个人学习 、生活 、成长的影响;X6:对以弘扬抗

洪精神为主题的思想道德教育要求的评价;X7:对学校

教学环境和水平的评价;X8:对学校学术科研气氛的评

价;X9:对学校管理体制改革的评价;X10:对学校教学

改革的评价;X11:对学校通讯条件的评价;X12:对学校

卫生设施的评价;X13:家庭居住地经济发展状况;X14:

学生每月生活费开支情况;Y1:对邓小平理论“三进”工

作的关注程度;Y2:对三讲党性党风教育活动关注程

度;Y3:周平均上网的时间;Y4:对中央依法治国工作的

评价;Y5:对中央反腐倡廉工作的评价;Y6:对学校开展

的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的评价;Y7:对学校开展的中华

民族优良传统道德的评价;Y8:对新时期艰苦创业精神

教育的评价;Y9:对中央兴起学邓小平理论高潮的看

法;Y10:通过邓小平理论的学习 , 对树立理想信念作用

的评价;Y11:对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

信心;Y12:对中国共产党有能力把自身建设好这一观

点的态度;Y13:对团组织 、学生组织的活动的态度;

Y14:团组织 、学生会的工作对个人的学习 、生活 、成长

作用的评价;Y15:每周平均参加学生社团活动的时间;

Y16:对大学生基础文明素养的评价;Y17:对大学生社

会责任感的评价;Y18:对人生价值的看法;Y19:个人社

会理想目标;Y20:择业标准;Y21:对社会主义终究战胜

资本主义的看法;Y22: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趋同的

看法;Y23:对私有化是社会发展趋势的看法;Y24:对社

会主义初级阶段是补资本主义课的看法;Y25:对多党

制不适合中国国情的看法;Y26:对老实人吃亏的看法;

Y27:对人的本质是自私的看法;ξ1:经济环境;ξ2:政治

环境;ξ3:文化环境;ξ4:教学与学习环境;ξ5:管理与校风

环境;ξ6:硬件设施环境;ξ7:家庭环境;η1:中介;η2:思

想道德素质;Z1:观察学习;Z2:舆论引导;Z3:德风感化;

Z4:精神塑造;Z5:理论武装;Z6:社团活动;Z7:群体评

价;Z8:思想素质;Z9:政治素质;Z10:道德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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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的思想渊源与理论基础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是依据历史上德育环境思想的积极成果和马克思主义关于环境 、中介 、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

质及其相互之间关系的论述提出的。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有着深厚的思想渊源。从历史上德育环境思想的积极成果

来看 ,人类对环境的认识 , 经历了孔子的“邻里说” ,即他说的“里仁为美 , 择不处仁 ,焉得知?” ;到后世的“总和说” , 即“环

境是影响人的思想政治品德形成 、发展和影响德育活动开展的一切外部因素的总和”;再到现代的“有机构成总和说” , 即

“环境是指影响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形成 、发展和人的德育活动的具有内在逻辑联系的一切外部因素有机构成的总

和” 。人类对中介的认识 , 经历了孔子的“习远说” ,即他说的“性相近 ,习相远” ,由于“习”这一中介不同 ,而使人有不同的

性;到后世班杜拉的“观察学习”说;再到现代的“多种中介因素说” 。人类对人的素质的认识 , 经历了古代社会的“性善” 、

“性恶” 、“有善有恶”等各种“先天人性说” , 即强调“人性”是先天生成的;到后世的“后天本质说” , 即强调人的本质是环境

的产物 ,重视各种社会关系对人的影响;再到现代的“人的素质说” , 即强调利用各种环境 、中介因素对人施加正面影响而

使人在思想 、政治 、道德方面形成良好修养和素养。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从马克思恩格斯对环境的界定以及人与环境关系的思想来看 ,他们

认为环境是“人和自然以及个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 [ 3](第 92-93 页), 是包括生产力 、物质关系 、思想关系在内的

各种因素的总和;其中物质关系是决定思想关系以及其它关系的关系;他们还认为 , “人创造环境 , 同样环境也创造人 , 环

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一致 ,只能理解为革命的实践” [ 4](第 4 页)。列宁在此基础上 , 较为全面地使用了社会环境 、经济环

境 、政治环境和文化环境这样一些概念。列宁指出:“祖国这个政治的 、文化的和社会的环境 , 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中最

强有力的因素 , ……无产阶级不能对自己进行斗争的政治 、社会和文化的环境采取无所谓的 、漠不关心的态度 , 因而 , 对

本国的命运也不能抱无所谓的态度” [ 5](第 170 页)。在另一篇文章中 ,他还使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环境” [ 6](第 133 页)

这样的概念。毛泽东对政治 、经济和文化三者关系的论述深化了人们对环境内部三大要素相互关系的认识。毛泽东在

《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运用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这一思想 ,论述了文化与政治经济之间

的辩证关系。毛泽东对人类具有特殊的主观能动性 、要发挥人的精神力量的作用等思想作了新的发展深化。邓小平对

妨碍人们思想解放的“左”的环境的改造 , 为人们形成改革观念 、开放观念 、竞争观念等全新思想观念开启了思想闸门。

邓小平对在全社会树立好的风气 、建设良好育人环境的倡导 ,使大多数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仍能恪守社会主义道德原则

和规范;他把党的各级领导同志的率先垂范看做树立好的社会风气的关键 , 认为把社会好的风气带动起来教师负有责

任 ,提出营造好的社会风气 , 学校要走在社会前面 ,这些都为道德环境重要组成部分的社会风气的改善提供了工作理路。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强调代表先进的生产力 、先进的文化 、绝大多数人的利益 ,把经济 、政治 、文化三个方

面的内容和要求紧密统一起来 ,把对党的成员的要求与对党的建设纲领的目标结合起来 , 辐射到全社会 , 对社会其他成

员起到引领作用 ,无疑会形成一个物质文明 、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三者相互联系 、相互促进的统一的环境 , 对人的思想政

治道德素质起到塑造作用。江泽民概括的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团结统一 、爱好和平 、勤劳勇敢 、自强不息的伟大民族精

神 ,为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赋予了新的内涵 。

三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的操作化 、实证检验和基本结论

上述理论框架中 ,涉及到的概念绝大部分抽象程度比较高 , 不便直接测量 ,需要用一些指标来表示。为了把这些概

念和指标与数学语言联系起来 ,我们称这些抽象概念为潜在变量 ,反映这些抽象概念的调查指标就是潜在变量的标识。

下面分别就环境 、中介 、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中涉及到的抽象概念分别设计调查指标 , 具体见图 1 所示。在具体

的理论框架中 ,实际拥有的潜在变量共 23 个 ,涉及的标识变量有 108 个 , 但由于本课题论域的限定 、数学方法的限制以

及计算机程序对计算变量个数的限制 ,本理论框架中只列出 9 个潜在变量和 41 个标识变量。这 41 个标识变量的选取

步骤是 ,首先对 108 个标识变量作因子分析 , 得到 9 个因子。然后对每个因子中的标识变量 , 按照量表设计中辨别力评

分的概念计算辨别力分数。最后对辨别力评分结果从高到低排列 , 按照每个因子至少保留两个标识变量的原则 ,选取出

这 41 个标识变量。这 41个标识变量辨别力分数范围都在 1.2 以上 ,有的甚至在 2 以上。这表明选取的这 41 个标识变

量 ,都有较高的辨别力。根据这一理论模型 , 用数学结构方程和 LISREL软件(8.3 版)对 1999年教育部主持的全国 8 省

市 14000名高校学生思想状况滚动调查的数据进行计算 ,得到如下结果 , 见图 2。这一结果给我们以下 4 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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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Square=47105.00 , df=743 , P-value=0.00000 , RMSEA=0.073

图 2　环境 、中介 、人的思想道德素质三维结构通径图

第一 ,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

模型不仅在理论上成立 , 而且

经过实证检验也能成立。

第二 , 环境对人的思想政

治道德素质的影响是一个各有

侧重 、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

其中 ,经济环境起决定作用 , 政

治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素质起

导向作用 , 文化环境对人的思

想政治道德素质起塑造作用。

这三个环境相互配合 、缺一不

可 ,共同构成一个整体。 但由

于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

质的影响归根到底是一种自发

影响 , 而自发影响是一把双刃

剑 ,其正面影响和负面影响都

存在。要发挥正面影响的作

用 ,抑制负面影响的作用 , 必须

发挥各种中介因素的作用。

第三 , 在环境对人的思想

政治道德素质的影响中 , 各种

中介因素起着过滤 、转化 、放大

作用。在这里列出的观察学

习 、舆论引导 、德风感化 、精神

塑造 、理论武装 、信任激励 、实

践活动 、群体评价 8 种因素 , 都

与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有着

密切联系 , 也就是说 , 凡是在这

8 个中介因素方面做得好的部

门和单位 , 则人们的思想政治

道德素质就比较好 , 反之则比

较差。同时 ,这 8 个中介因素相

互支撑 、相互补充 , 构成一个整

体。其中 , 实践活动为中心 、理

论武装为核心 、德风感化为表

率 、舆论引导为导向 、信任激励

为动力 、精神塑造为基础 、观察

学习为手段 、群体评价为调控。这一结论与定性分析和直观体验一致。显然 ,中介因素是一种自觉因素 、能动因素 ,他比

教育因素的外延要宽 ,并与教育因素有重叠之处。

第四 ,就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影响而言 ,可以从环境和中介两个方面入手 , 来发挥他们的作用。其一 , 在

认识环境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影响的基础上 , 有效地克服其负面影响 , 发挥其正面影响 , 自觉地进行环境建设。其

二 ,精心和组织好 8 个中介因素 , 努力使其作用发挥到极致。

四 、德育环境三维理论模型的价值

这一理论模型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 、应用价值 、方法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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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理论价值:揭示了历史唯物主义 、德育理论和数理统计三者之间高度的内在统一性。历史唯物主义是关于人类社

会发展普遍规律的科学 ,是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和部门具体社会科学的理论基础和科学的方法论。德育理论是研究如何

帮助受教育者提高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理论。数理统计是研究以有效的方式去收集 、整理和分析大量社会现象数据 , 以

对所考察的社会问题以及其它问题做出基本描述 , 揭示内部数量关系 ,直至为采取决策及行动提供依据或建议的学科。

由于历史唯物主义是理论基础和方法论 ,德育理论是部门具体社会科学 ,数理统计是从事物量的角度揭示事物的联系 ,

这三者之间必然存在从一般方法论到具体学科 、再到具体方法驾驭指导的内在逻辑联系。

2.应用价值:为我国高等学校坚持“两课”阵地 、完善“两课”教学 ,进一步提高“两课”教学质量 , 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

据和实证依据。在中介因素中 ,理论武装处于核心地位 , 与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有着最密切的关系。 抓好“两课”教

学 ,就一定能够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产生重要影响 ,对提高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发生重大作用。这一结论的获得

无疑对驳斥那些对高校“两课”教学的种种责难 ,消除那些对高校“两课”教学价值的种种疑虑提供了有力证据。同时 , 中

介因素中涉及的其它因素 ,也对人的思想政治道德素质产生重要影响 ,并对人思想政治道德素质提高产生积极作用。

3.方法价值:为德育科学研究方法探索出一套将历史方法 、德育理论和数理统计方法统一的具体途径。德育环境三

维理论模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为指导 ,以历史上的德育环境思想为基础 ,以德育理论为依据 , 以数学结构方程为工具 , 以

大量调查数据为材料 ,地揭示了环境 、中介 、人的素质三者的各自内含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有机联系 ,充分显示了这一研

究的系统性 、全面性和前瞻性 , 充分展示了德育学科研究方法所达到的水平 , 充分昭示了德育学科科学化的光明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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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Triaxiality Theo retical M odel (TTM)of Mo 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 (MEE)is

consti tuted by environment , intermediary , personal quality .The theoretical model reveals the internal

relations of among environment , intermediary and quality of man' s idea and morality , with M arxism about

definition of environmental and idea of relation of man and environment as directing.The model theoretical

v alue is that prompts higher degree int rinsic unitari ty among histo rical materialism , moral educat ion

theory , and mathematic stat istics.The method wo rth is that concrete way is probed in moral educat ion

scientific research method to unify histo ry method , moral education theory and mathematic statistic.

Key words:moral education environment;theoretical model;structural equation;valu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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