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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政策层面屡次强调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但调研表明，教师普遍缺乏专业的德育能力。只有透析

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关键影响因素，探寻其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机理，才能科学化地提升教师

的德育能力。成长型思维是一种信念体系，认为智力是可以提高的，它由认知、价值取向、情感、意志

四个要素构成，是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成长型思维通过其四个构成要素影响教师的

德育专业知能和专业伦理，进而影响教师德育能力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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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fundamental mission of cultivating virtues and morality has been highlighted repeatedly in 
national programs, yet research indicates that teachers typically lack professional moral educa-
tion abilities. Only by analyzing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abilities and exploring the mechanism, can we scientifically enhance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abilities. Growth mindset is a belief system. It believes that intelligence can be im-
proved. It is composed of four elements: cognition, value orientation, emotion, and will. It is al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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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e of the key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abilities. Growth 
mindset can influenc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abilities through its four ele-
ments, affecting teachers’ moral education professional knowledge, skills and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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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21 年 4 月 30 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2021 年修订版)在第一章总则第六条中明确提

出“教育应当坚持立德树人”[1]。2022 年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提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2]
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立德树人成为教育的中心环节。然而，实地调研表明，不论是德育学科教师

还是非德育学科教师都相对缺乏专业的德育能力[3]，这导致教师难以承担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具体表

现为：在教育数字化转型时期，教师难以妥善处理学生的网络成瘾、网络欺凌和网络伦理等问题；价值

观多元化对基于道德共识的传统德育构成挑战，给教师的德育工作增加了难度。 
切实提升教师的德育能力成为教师个人实现其使命的重要突破口。教师德育能力发展固然取决于诸

多因素，但与心理层面息息相关的成长型思维会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产生较为深刻的影响。透析具有能

动作用、富有生命力的成长型思维及其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2. 成长型思维的内涵与构成 

(一) 成长型思维的内涵 
20 世纪 80 年代，卡罗尔·德韦克(Carol S. Dweck)及其同事开创性地提出了智力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 of intelligence) [4]。该理论依据人们对于“智力、能力是否可以发展”这一关键问题的判断，将人

的核心信念分为两种：智力实体观(entity theory of intelligence)——认为智力自出生以来是一成不变的，

智力增长观(incremental theory of intelligence)——认为智力可以随着后天努力而不断进步的。之后，为了

方便理解，Dweck 用“思维模式(mindset)”替代“智力内隐理论”，用“固定型思维”(fixed mindset)替代

智力实体观，用“成长型思维”(growth mindset)替代智力增长观，并于《Mindset: The New Psychology of 
Success》[5]一书中详细解析了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的内涵与特征，揭示了个体在面对不同情景时出

现不同反应模式的深层心理机制，使得个体内在的心理过程不再是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黑箱”。 
成长型思维是针对固定型思维而提出的。所谓“固定型思维”是一种信念体系，属于非智力因素，

即认为智力是固定的。相对地，“成长型思维”也是一种信念体系，同样隶属于非智力因素，这种信念

体系认为智力是可以提高的。这些信念体系影响着个体在面对成功、失败、挑战等情境时表现出的“认

知–情感–行为”反应，从而对个人的生活方式产生深远影响(如表 1)。 
值得注意的是，思维模式具有强大的组织功能，将成就目标(goals)、归因(attributions)和努力信念(effort 

beliefs)整合在一起，构成一个连续的动机框架(motivational frameworks)，成长型思维和固定型思维分处

在这一谱系的两端。后来卡罗尔·德韦克又将其称为意义系统(meaning system)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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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Comparison between fixed mindset and growth mindset 
表 1. 固定型思维和成长型思维的对比 

项目 
固定型思维 成长型思维 

认知 情感 行为 认知 情感 行为 

遇到成功 成功是智力的证

明 优越感 可以侮辱不如

自己的人 
成功是学习的结

果 
欣喜但不

自傲 不断进取 

遇到失败 失败意味着我是

个傻瓜 
失败感 
无力感 

责备他人 
找借口 

失败是需要面对

和解决并能从中

学习的问题 

沮丧 
但不会失

去信心 

从失败中学习

并纠正自己的

失败 

遇到挑战 挑战无法证明自

己的天赋 
丧失兴趣 
恐惧 

故步自封 
逃避挑战 

挑战意味着能力

的扩展 
感兴趣 
兴奋 

自我超越 
迎接挑战 

面对他人

的批评 
批评是对自身权

威和能力的挑衅 
冷漠 
愤怒 

忽视有用的负

面反馈信息 
批评是有利于自

身进步的意见 谦虚 从批评中学习 

面对他人

的成功 
他人的成功意味

着自己的失败 
挫败感 
感到威胁 

贬低他人 
打压他人 

他人的成功意味

着自我激励 欣喜 
从他人的成功

中学到新知，获

得灵感 

对努力的

看法 
只有无能者才需

要努力 不屑 放弃努力 天才也要通过努

力达到成功 崇尚 不断努力 

结果 很早就停滞不前，放弃奋斗，无法取得自己本

来有潜能取得的成就 能取得很高的成就 

 
(二) 成长型思维的构成 
依据卡罗尔·德韦克及其同事的一系列有关成长型思维的著作和论文，成长型思维作为信念体系，

由认知、价值取向、情感、意志四个基本要素构成。 
1) 成长型思维的认知层面 
成长型思维的核心观念是智力增长观，即相信智力可以通过努力不断增长。核心观念会潜移默化地

影响其他附属观念，如：认为成功是学习的结果；认为失败只是一个需要面对和解决并能从中学习的问

题。持有成长型思维的人深信这些观念为真。而个体在内部情感意志的加持和外部情境的刺激下，基于

成长型思维做出反应，其导致的行为结果则会强化个体最初的观念(如图 1)。 
 

 
Figure 1. Concept strengthening diagram of growth mindset 
图 1. 成长型思维的观念强化运行图 

 
2) 成长型思维的价值取向层面 
自我实现，即个体追求自身才能和潜能的发展，不断实现个人理想和抱负的过程。自我实现是成长

核心观念
智力增长观

附属观念

辐射 反应 行为结果
内部情感意志的加持

外部情境的刺激

强化

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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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思维的主要价值取向。成长型思维是个体实现创造性成就的首要诱因，持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追求自

身潜在能力的挖掘，他们总是自由地、活跃地、投入地、全心全力地体验生活、创造人生、更新自我。

此外，他们不仅对自己充满胜任感，而且总是去帮助身边的人，特别是伴侣，在这段感情关系中达到自

己的目标，实现自身的潜能。 
3) 成长型思维的情感层面 
成长型思维的情感层面主要包括兴趣、动机和感情三大部分。于兴趣层面，具有成长型思维的个体

对外部世界充满强烈的好奇心，乐于带着目的或目标去了解新颖的、不确定的或令人困惑的现象和挑战

[7]。于动机层面，他们内部动机强烈，热衷于习得新知识、新能力以完善自我。于感情层面，他们能够

体验到更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有效缓解自身在压力情景中的消极情绪[8]，并且相信自己和他人，勇于

在需要的时候向他人寻求支持和帮助。 
4) 成长型思维的意志层面 
成长型思维在意志层面表现为较高的坚毅性。坚毅是个体在较长时间内坚定不移地追求长远目标的

心理品质。具体而言，当个体认为智力可以通过努力不断增长时，他们不会因暂时的挫折和失败而感到

沮丧或选择放弃；相反，他们认为战胜挫折的过程正是不断超越自我的过程，因此会积极寻找解决问题

的有效策略，坚持不懈地朝着目标努力，从而表现出较高的坚毅性[9]。 

3. 成长型思维是教师德育能力发展最关键的影响因素之一 

(一) 教师德育能力的内涵 
“教师德育能力”就内涵而言，至今还没有一个明确的为大部分学者所认同的概念。有学者认为，

教师的德育能力就是教师优质高效地开展精神道德教育所必需的知识、技能、技巧及活动方式[10]。也有

学者强调，教师德育能力是指教师在数字化时代胜任“道德教育者”角色所应具备的整体育人的能力，

是在尊重学生主体、教育关系民主的氛围中，通过“无灌输、弱控制”的方式，促进学生道德发展的能

力[11]。戴锐主张，教师德育能力指教师运用个人努力和全部知识、经验和个人威望，把握、引导和控制

所有影响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的因素使之朝向德育目标的个性心理特征[12]。简言之，学者对教师德育能力

内涵的分歧主要体现在两方面：第一，教师德育能力究竟是一种能力还是一种心理特征；第二，教师德

育能力究竟是为了胜任德育工作还是为了发展学生思想品德或两者兼有之。首先，基于成长型思维，教

师德育能力不仅包括能力素质，更包括气质、性格等非智力因素，而个性心理特征包括气质、性格和能

力等方面[13]。所以，基于成长型思维的教师德育能力是一种个性心理特征；其次，德育的目的始终指向

学生的道德发展，而教师是具有专业性的群体，所以教师德育能力的最终目的是专业性地提高学生的道

德能力，德育工作只不过是教师达成最终目的的手段。综上，基于成长型思维的教师德育能力是指教师

通过开展优质高效的德育工作，专业性地提高学生道德能力的个性心理特征。 
(二) 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 
教师德育能力发展取决于诸多因素，以往的学者主要从个体、学校、社会几个维度进行分析。例如，

有学者从个体、学校、社会三个维度揭示了高中化学教师学科德育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其中，个体维

度的影响因素包括教师的性别、职务、思维方式；学校维度的变量主要有学校学科德育的培训、学校有

关教师学科德育能力的考核制度、学校的文化氛围、学校的地理位置，社会维度的影响因素包括社会对

教师能力的要求等[14]。也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在职前教育阶段，“参与学校开设的道德教育课程”

与“自己学习过道德教育书籍及相关知识”是影响教师道德教育能力发展的主要因素；在在职教育阶段，

“参加过学校及上级组织的道德教育培训”与“参加过学校的道德教育教研”是影响教师道德教育能力

发展的重要因素[15]。高德胜主张，教师的自我修炼(品德修炼、道德素养修炼、德育能力修炼)是提升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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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德育能力的有效途径[16]。此外，研究表明，德育知识、德育观念和德育经验在班主任的德育能力发展

中发挥着关键作用[17]。 

综上，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影响因素可被大致归纳为以下三类：(1) 组织因素，如国家教育资源配置、

社会要求；学校道德教育培训、考核制度等。(2) 能力素质因素，如专业知识、专业技能、德育经验等。

(3) 心理因素，如职业认同感、专业信念、动机、价值取向等。在这三类因素中，相比较而言，组织因素

属于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外在因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重要条件；其他因素为内在因素，是事物发

展的根本原因，且外在因素通过内在因素发挥作用。同时，能力素质方面的因素大多属于智商因素，心

理因素则与情商有直接的关系。丹尼尔·戈尔曼(Daniel Go leman)指出，在人的成功要素中，智力因素只

占 20%，而非智力因素(主要是情商)占 80% [18]。可见，心理因素是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最重要的

因素之一。而心理因素中的动机、价值取向又与成长型思维的构成要素息息相关。基于此，笔者认为，

成长型思维是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最关键的因素之一。 

4. 成长型思维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机理 

一般认为，教师德育能力至少包括德育专业知能(知识与技能)和专业伦理两个方面[19]。成长型思维

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主要通过认知、价值取向、情感、意志影响教师的德育专业知能和专业伦理

而实现(如图 2)。 
 

 
Figure 2. Effect mechanism of growth mindset on the development of teachers’ moral educa-
tion abilities 
图 2. 成长型思维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机理 

 
(一) 成长型思维的认知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 
成长型思维对潜能的深刻认识，一方面使教师德育能力发展建立在正确的历史洞见之上，具备合规

律性；另一方面也使教师德育能力发展拥有高蹈的价值起点，具备合目的性。成长型思维所运用的概念

和命题，其心理内涵大多是肯定的、积极的、崇高的。这些概念和命题本身就充满积极的情感和动机，

隐含着对人的激励[20]，因此能帮助教师发展德育能力。具体而言，成长型思维所蕴含的智力增长观促使

教师乐于学习新知识和新技能，在德育情境中不断整合新旧知识、优化认知图示，更新专业技能，提高

德育敏感性。同时，智力增长观深刻影响教师自身的伦理道德，推动教师培养求真精神、探索精神等个

人特质，对于学生在德育情境中的不成熟表现保持宽容、信任、尊重等专业特质。 
(二) 成长型思维的价值取向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 
自我实现的价值取向具有追求崇高和卓越的“致思”功能，能够激发强大的内部动力，不断提升教

师的德育专业知能和专业伦理。具体来说，将自我实现作为主体价值的根本旨趣，使得教师对“教师职

位”贡献于自身、他人与教育具有明确的态度和意识。在德育专业知能方面，个体将教师这一职业作为

提升自我的有效途径，积极通过职前学习掌握德育的一般性理论知识和基本的德育实务技能，通过职后

学习获取最新的德育理念和德育资源。在专业伦理方面，成长型教师认为德育作为教师的职责之一，其

              

德育专业知能

专业伦理

教师
德育
能力
发展情感

价值
取向

认知

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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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价值就是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并且教师以感知学生生命的成长而感受教育的价值所在。基于此，

具有道德认同的教师，会消除心理障碍，从内心接受、认可道德教育者的身份，并赋予教师职业以崇高

价值，促使自身由“经师”向“人师”转化。 
(三) 成长型思维的情感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 
成长型思维的要素之一——兴趣是一种个体兴趣，它发自个体心灵最深处的情绪动力要素，卷携着

个体深层的价值观，驱动着学习者的深度参与。“对学习有个体兴趣的学习者会被求知活动长久地吸引

并持久地保持动力，他们会追求新鲜的知识”[21]，并不断更新相应的技能。此外，内部动机越强，教师

越愿意接受挑战、参与学习任务，提高德育专业知能。感情层面主要通过建立德育共同体来促进个体德

育能力的发展。教师积极参与各类德育培训活动，开展实践性对话，汲取直接经验；与专家、同僚切磋

沟通，提高运用德育知识开展德育工作、解决德育问题的基本技能；参加各类德育仪式，激励和引导自

身求真向善。 
(四) 成长型思维的意志对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作用 
成长型思维所蕴含的坚毅性让个体以积极的态度设法克服和超越德育能力发展过程中的重重障碍，

实现自己的职业理想。这种坚毅性在德育专业知能层面表现为：帮助教师化解职业倦怠，突破德育知识

和技能的高原困境；即便遭遇德育专业知能的“玻璃天花板”效应，也能勇敢地开辟新的路径。在专业

伦理方面表现为：推动教师通过角色体验提升道德素养。教师的角色体验是指教师在职业实践中产生的

内心体会、感受，在自我认知、自我把握、自我升华中形成的对教师职业的主观印象。因为成长型教师

总是能另辟蹊径，找到解决德育问题的方法，获得成功的角色体验，所以这样的教师会对角色赋予意义，

并努力提高自身师德素养以更好地履行角色行为[22]。 
总之，成长型思维的认知、价值取向、情感、意志整合在一起形成的机制，能够在教师德育能力的

各个层面引领和帮助个体，使个体掌握德育专业知识，更新德育专业技能，提高自身的专业伦理。 

5. 结论与启示 

成长型思维是一种信念体系，认为智力是可以提升的，它由认知、价值取向、情感、意志构成，是

影响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因此，以成长型认知、价值取向、情感、意志为核心内容的成

长型思维干预项目的开发，应成为现行我国教师德育能力发展理论研究与实践发展的新趋势、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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