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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私德与公德

（一）私德与公德的区分

道德是人类与动物区分的一大特征，它既是人

类社会生活的底线，同时道德感的满足又是人们一

种崇高的心理追求。我国自传统社会起就很强调

道德的重要性，儒家更是将道德作为君子的立身准

则。然而随着近代与现代社会的快速变化，适应于

传统社会的传统道德已不再那么贴合适用。为此

需要将传统的统而概之道德区分开并增加西方道

德观，而分为“私德”与“公德”两个部分以适应现代

社会需求。

最早提出“公德”“私德”这一概念的，是日本启

蒙思想家福泽谕吉，他提出：“与外界接触而变现与

社交行为的，如廉耻、公平、正直、勇敢等叫做公

德”、“凡属于内心活动的，如笃实、纯洁、谦逊、严肃

等叫做私德。”［1］而第一个在中国引入“公德”这一概

念的，是梁启超先生，他在《新民说》中提出公德与

私德的概念：“人人独善其身者谓之私德，人人相善

其群者谓之公德。”［2］

而自梁启超先生后，经过多年研究，国内外专

家关于如何区分公德与私德提出了许多自己的看

法，经笔者总结可概括为以下几个角度：①以“公共

领域”与“私人空间”为划分，以场地不同区分公德与

私德；②以道德律令的内化与外化来区分公德与私

德；③以道德利益指向“己”或“群”来区分公德与私

德；④法律的视角来区分公德与私德［3］。

笔者认为区分私德与公德在于对象的区别，私

德对象是在个体生活中真正出现的具体对个体有

生存意义的他人，而公德的对象大部分情况是对个

体没有具体意义的抽象意义上的他人。所以私德

是个体以情感维持的对个体具体有意义的他人的

善恶行为，公德是个体以理性维持的对个体没有具

体意义的抽象他人的善恶行为。

（二）私德与公德的联系

私德与公德脱胎于中西方道德观总和，可相较

于公德，私德更接近于我国传统道德，出于中国私

德良好而公德阙如的事实，以及儒家传统“推己及

人”的观念，我国关于公德与私德的研究初始阶段的

研究方向倾向于理解私德与公德联系，如梁任公提出

的推演论“公德者私德之推也”［2］，认为公德是私德的

发展与扩大。这样的想法至今依然存在，如我国甘肃

省金昌等地将孝敬父母、关爱家人等私德作为选拔和

评价干部的硬性条件［4］。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发现简单的外推论是

不正确的，观看中西方私德与公德的发展史，就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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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中华传承千年私德也始终未能推出公德，而反

观西方“自古希腊城邦开始，西方社会逐渐孕育出

悠久的公德传统。经过近代工业革命的发展，经济

自由和政治民主自由化的推进，公民的权利意识明

确，造就出成熟的契约伦理和公共精神”。“是遵循

自身发展变化规律的，而不是私德推演的结果。”［5］

私德与公德从发展历史、作用对象、遵循规则等皆

存在着非常大的不同与冲突，尝试将私德变为公德

并不科学。

笔者认为从历史发展、文化背景角度来尝试理解

公德与私德联系是不合适的，不如换个角度从个体发

展的现实层面理解公德与私德的联系。

个体出生后随着自身的不断成长，个体的关系

圈也逐步扩大，继父母后逐步出现亲戚、朋友、邻居、

同学、老师、同事等概念，作为与这些个体生活中真正

出现的具体对个体有生存意义的他人相处的指导原

则与形式规范，从人生发展顺序上来看，“私德”有了

优先发展的要求与对象，正如原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

和教授提出的“在中小学的立德树人中，首先应该强

调私德的培养或养成，进而循序渐进地推广到公德，

由此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6］，优先发展私德对个体

在较小环境圈中生活是合适而必要的。

过去农业社会国人受物质条件限制，外部世

界相对较小而稳定。但在信息化发达的现代社

会，随着个体的进一步成长，个体的外部世界不断

扩大，个体与外部世界的交集也越来越多，之前稳

固、较小的环境圈被打破，而作为与外部世界中抽

象意义上的他人相处的指导原则与形式规范，人

生发展来到了“公德”教育阶段。如果说私德教育

是对传统优良品德的继承发展，公德教育则是对

先进西方文化的吸收，它帮助人们成为可以充分

行使宪法赋予公民的个人权利，并尊重他人权利，

维护公众利益，拥有良好社会公德的现代法治社

会公民［7］。

二、大学生公德淡化的表现

虽然德育进入大学多年，但辩证来看，当代大

学生现实校园生活中，依然存在着一些公德意识淡

化的现象，如公共卫生意识淡化，公共秩序意识淡

化，公共财产意识淡化［8］。也有研究者指出现代大

学生社会公德教育存在诸多问题：缺乏社会文明观

念和风险爱心意识；缺乏社会责任感，责任意识淡

化；缺乏节俭意识，价值导向模糊［9］，具体表现为随

地乱扔果皮纸屑；单个宿舍的卫生可以得到保障，

但宿舍与宿舍间的走廊卫生却很难保持；食堂与图

书馆随处可见的插队、占座；不珍惜学校的公共财

物，在桌椅上乱涂乱画，厕所常流水，教室长明灯

等。这些现象从侧面也说明了我国高校公德教育

尚有可改进之处。

三、大学生公德淡化的原因

（一）历史传统导致大学生公德意识不足

私德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可在其千年

的发展过程中，始终未能形成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

公德。这是因为在古代农业社会“家天下”的宗法

制思想影响下，“国”只是放大了的“家”，“家”由血

缘关系来维持，“国”里却没有形成公共领域这一概

念。人们在自己血缘亲情的圈子里非常注意做人

的标准，然而在公共领域却找不到合理的公共道德

来彼此约束，没有真正的公德只有放大的私德［10］。

“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是对这个社会的典型

表达［3］。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吾中国数千年来，

束身寡过主义，实为德育之中心点”“束身寡过之善者

太多，享权利而不尽义务，人人视其所负于群者如无

有焉。”［2］改革开放以来，人口流动量不断增加，过去

小环境的象牙塔被打破，传统的乡规民俗已经不适用

于当今社会，但万事万物皆有惯性，千年来重私德的

传统依然对现代社会有着深远影响，人们依然重“关

系”，“公共领域”“公共财物”观念尚未彻底植根于每

个公民心中，德育全过程依然偏向以“私德”为重心。

（二）社会转型期现状与德育绝对化目标的冲

突对大学生的影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们试图建立起以

利他主义为主要价值特征和以公有制为主要社会

结构的新的社会形态，这是建立在理想社会主义

理论基础上的文化结构与社会结构的契合状态。

可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私有制的出现，我国社会结

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公有制理念与利他主义的道

德观念和公私混合的社会结构产生了普遍的冲

突，公有与私有之间，公德失范和极端利己主义显

得格外突出［11］。在现代转型期中，学校德育的转

型改革却进展缓慢，依然推行国家道德的绝对化

德育目标，以灌输方式进行传输，表现出一种国家

道德对社会道德的侵蚀，“长久以来，我们往往把

这一高层次的、高要求的国家道德视为社会道德

的全部，以‘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等这些对社会先

进分子提出的道德要求，作为全民追求的道德目

标。”［12］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与西方思想

的传入，功利性与功利主义观念渐渐深入人心，而

随着学生功利性的增强，其心理倾向也更加偏向

于现实化自利，出现了符合社会现实的内心需求

与绝对化高标准的德育指导的冲突。当不存在竞

争时，学生还可兼顾利他，可当竞争环境出现时，

学生内心则可能更偏向自利。如高校食堂在非高

峰时尚能保持井然有序，而当高峰出现时混乱也

随之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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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社会与校园环境中的公德缺失现象对大

学生的影响

现代中国正在经历快速发展期，公民道德建设

也在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社会生活上不可避免

存在着一些有失公德的现象，对这些现象处理如不

及时恰当则会造成不好影响。正如犯罪心理学中

提出的“破窗效应”，即“环境中的不良现象如果被

放任存在，会诱使人们仿效，甚至变本加厉”。如高

校图书馆的占座现象，一个人占座行为的成功可能

会招来大量模仿，渐渐这一行为就会像病毒一样蔓

延，放任存在的现象慢慢成为潜规则，公德意识也

就渐渐不再重要。

四、高校德育工作的反思与革新

去除传统文化中不好影响并推行现代道德观

的关键在于学校德育工作的开展，学校是变革的初

始与首要阵地，放任大学生的公德淡化将直接导致

未来社会的公德淡化。但相较于我国经济文化的

快速发展，我国德育工作的开展尚有不足之处；德

育目标受传统德育的影响，总体上依然强调以私德

为主；教育内容上除了私德教育方面的内容，公德

下属的某些概念尚有不清晰之处，同时公德教育方

面出现一定程度国家道德对公德的入侵，以高层次

高要求的国家道德作为社会道德的全部，导致一定

程度的德育脱离社会实际；教育方法上大部分高校

德育课程依然采取一言堂的教育方式，讲理论讲道

理，这样的教育方式虽可以满足“以一敌百”大班教

育，但也易于导致部分学生知行不一［13］。

随着这些不足之处对转型期社会的影响渐渐

突显，逐渐引起了社会大众与国家的重视，近年来

国家不断强调德育工作的重要性，提出“立德树人”

的口号，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推进高校德育工作的变

革呢？

（一）高校德育目标以公德为重

正如前文所述，遵循乡规乡俗的小农社会中维

持社会秩序的私德，在当今这个人口流动量大的信

息化公民社会已不能继续维护社会秩序，现代社会

更需要理智的公德而非血缘关系的私德。正如恩

格斯所言“历史总是螺旋式地上升”，在社会转型的

时代，我们不能脱离历史的发展看待私德向公德的

转换，发展必然是前进性与曲折性的统一。而高校

所要做的就是作为推进德育前进性的推手，高校德

育应起到与传统德育影响相拔河的作用。所以转

型期的高校应首先自身脱离传统以私德为主的教

育模式，转而以公德作为德育的重心，以培养公德

良好的个体作为德育的目标。

当然强调公德为重，并非就是对于私德与传统

的全盘否定，传统中孝敬父母、尊敬师长等优秀私

德传统，应该也必须得到传承。只是这些私德传统

在现代社会中自个体出生后就为父母、亲戚、中小

学等优先进行了系统教育，在进入社会前的最后一

站“高校”中，德育的目标更偏向公德，对于学生对

于社会皆有着更加实用的意义。

（二）德育内容与现实生活贴近

随着现代社会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德育课程

特别是公德教育课程应注重与现实社会的联系，

解析社会问题可能存在的道德原因，贴近现实生

活灵活变换内容。让学生切实走向社会，不能停

留在理论学习层面，要引导学生以自身实际行动，

去践行社会公德的信条，发现社会公德真正的价

值［10］。

首先应开放式信息化社会需求，我们更多需要

公德，德育的内容也应更偏向于公德。公德诸多下

属概念中，首要厘清的应是公共领域与公共设施的

概念，西方因其契约伦理与公共精神的传统，对公

共领域与公共设施的概念把握远超我国，因此我国

推进公德教育首先应向学生明确公共领域与公共

设施的概念。其中的重点，即在于打破中国传统以

来公共领域“无人所有”的概念，让学生明确公共领

域所有人共有，责任所有人共负，后果所有人共

担。教师可通过引导学生讨论生活中出现的，因公

共领域他人的有失公德行为而导致的自身不如意

的现象，从利益的角度将事不关己的公共空间拉近

学生生活，从而引导学生得出共有共享的概念。通

过引导学生讨论如何避免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引

导学生得出公共领域与公共设施责任共负共担的

概念。

我国公德教育多年来一直存在着国家道德对

社会道德侵蚀现象，正如前文所言，提倡“毫不利

己、专门利人”这种高道德水准要求的国家道德与

现代公私混有经济快速发展的社会形态间存在着

明显的矛盾，强行推行则很容易导致说一套做一套

的不良后果。没有利益则没有吸引力，“任何一个

社会要通过教育向人民持续传播主流道德价值观

念，并维持其有效性，都必须保证这种教育有相应

的物质利益因素作为支撑。纯粹的、脱离利益的德

育很难深入人的心灵并持久地发挥效力。”［14］我们

不应将公德与利益对立化，而应将两者相互结合，

以利他而利己，充分宣传遵守公德可以给自身带来

的利益。

同时公德教育也可与现代社会法律相结合，道

德与法律追求保障最大多数人的幸福，两者之间有

着一定共通性。而引导学生对社会中违背法律和

违背公德的案例及其判决进行一定了解，则可以帮

助学生增加对于公德的敬畏与认同感，从而加强德

育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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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进德育方式革新

反观传统私德教育，也并非是单纯知识性的。

除了背诵《三字经》等经典外，更重要的是外部环境

中的影响因素，既有大众对私德的重视，也有着正

面与反面的范例，私德好坏与是否能在社会较好生

存息息相关。而现代德育工作特别是公德教育多

偏向于知识化教育，将公德知识化，却缺少了其他

外化环境，最终易于导致“说一套做一套”的结果。

“不可随地乱丢纸屑”的知识，小学生就已知晓，可

大学中乱丢纸屑现象依然随处可见。笔者认为德

育角度上需要的不是在考试中取得高分的优等生，

而是真正能将知识外化为行为的学生。

而要做到外化需要对现代德育方式进行一些

变革，首要的便是改变一言堂教育模式，在此我们

可以参考美国的德育改革。20世纪初杜威等反对

传统灌输式的宗教式德育，提出间接德育的号召，

取消单纯的德育课，转而将德育融入各个学科与活

动之中，将美德伦理等变成一个长期的人格完善目

标。可过于松散的间接式德育方法不能满足二战

后经济快速发展、而精神建设滞后的社会现状，于

是 20世纪 70年代，美国提出保留引导方式德育的

新的直接式德育，从幼儿园到十二年级采取系统的

德育。纵观美国德育改革的全过程，对中国德育现

状最有启发意义的方法，就是贯穿其中的，反对灌

输式教育，主张采用社会实践、价值引导等方式，系

统引领人们公德观形成的启发式德育方法。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现代我国高校德育可以采

取以下革新措施。

1. 采用引导方式使学生建立自身认同的公德观

高校德育课程中，教师除了在课程初始的公德

知识灌输阶段外，课程中级阶段，教师应破除自身

权威地位而成为学生的引导者，教师可在课堂中设

置可能在社会生活中真实出现的道德冲突环境，通

过学生课堂讨论、教师启发诱导、价值澄清的方式，

让学生由自身内部建立起自身认同的公德观，从而

推动学生面对真实冲突时变被动他律为主动自律。

2. 德育课程注重课堂与实际的联系

道德教育特别是公德教育强调课堂传授在真

实生活的应用，高校德育应将课堂与实际相联系；

将学校与家庭、社会相联系；树立榜样；将理论性考

试转为实践性测试；注重学生实际生活中的能力提

高。鼓励学生变“自律”为“外烁”，在学校家庭社会

中对违背公德的行为做出批判。“使学生明白人们不

仅仅应是道德的履行者，在必要时还应当勇敢地担当

道德维护者的角色。”［12］。

3. 由德育课程向课程德育的转变

正如国家号召的“思政课程”向“课程思政”的

口号，高校也应在保有基础课程的同时将德育揉入

其他课程中，如医学生课程中的医德教育等，将教

育的显性与隐性相结合，润物细无声地进行德育，

进一步拉近学科学生与社会的距离，培养出符合立

德树人目标的社会真正需要的毕业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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