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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dition of young teacher’s morality construction is not very desirable. Of cause it has many 
reasons, such as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method by the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but the 
crisis of modernity such as the dissipating of transcendental possibility, the fracture of traditional 
belief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authority is the fundamental impact. Stevenson’s “Emotivism” 
provides us with a new way of thinking and practice. We have to try to influence the attitude of 
young teachers to realize the real meaning of moral education, through the way of returning aca-
demic truly free space, moral education by returning to virtue world and value guiding beyond the 
experienc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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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状况的不尽如人意，有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方式偏颇等微观的制约，但是现代性危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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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超验可能性消解、传统信仰断裂、既有权威消失等状况的宏观影响却是更深刻的时代根源。史蒂文

森的“情绪主义”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和实践可能。我们只有通过还学术以真正的自由空间、

回归意义世界的德性教育、超越经验世界的价值引导来影响青年教师的态度改变，才能实现道德教育的

真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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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无论是“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的早期确认，还是习总书记对“四有”教师的新时期界说及

其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师师德建设的反复要求，都充分说明师德建设之于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但不无遗

憾的是，教师队伍、尤其是青年教师道德教育的整体现实状况，显然难以与国家政府“办人民满意”教

育的根本要求和基本宗旨相契合。青年教师师德建设状况的不尽如人意，确有教育主管部门教育方式偏

颇、青年教师个体道德自律感低迷和学生道德参照系缺失等情形的微观制约，但是现代性危机造成的超

验可能性消解、传统信仰断裂、既有权威消失等状况的宏观影响却是一种更深刻的时代根源。人们充分

享受到现代经济生活的丰盈和现代科学技术的便捷，然而人类对自身驾驭自然界能力的理性自豪和由此

带来的不安也充斥在大学的青年精英人群中，使得大学青年教师精英的道德理念在我们的政治和经济进

步这一希望的庇护下开始被一种幼稚的幻想取代。毫无疑问，在青年教师群体占教师整体队伍绝大多数

和国家日益强调和重视教师队伍师德建设的今天，如何改善和有效提升青年教师道德教育水平，无疑将

成为高校青年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核心关注点。那么，如何改善和有效提升青年教师的道德

教育水平呢？我们认为，与既有传统道德教育理念、方式方法有所不同的是，强调“信念与态度”形塑、

注重沟通与劝说手段和体现价值多元的史蒂文森“情感表达主义”元伦理学解读，无疑为我们提供和展

现了一种新的思考路径和实践可能。 

2. 阿伦特视角下的现代性危机 

“现代性”标识的“不仅是一种事物、环境、制度的转化或是一处基本观念和艺术形态的转化，而

几乎是所有规范准则的转化……一种发生在其身体、内驱、灵魂和精神中的内在结构的本质性转化”[1]。
在这个多元、剧变、动荡和变革的时代，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和工业化进一步加剧，现代性危机作为一个

绕不开的主题日益加剧。陈家琪先生指出阿伦特将现代性危机归纳为以下三个部分： 
第一，超验的不可能。在最近几个世纪，对实现为“最大多数人取得最大幸福”[2]的乐观和对理性

驾驭世界的自豪使西方文化闻名于世。人类凭借着理性创造出一个物质世界，在历史上第一次感到征服

自然不再是一种梦幻，人们感到自豪并对人类的将来充满信心，传统的、神圣的世界观不再具备合法的

解释力，人们只需要相信自己，自己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内心可以没有畏惧、可以没有感恩、可以

没有底线。人类凭借着理性创造出的物质世界“甚至胜过了各种神话故事和乌托邦的梦想与幻想”[3]，
但征服世界的自豪又使得他们的道德观面临一系列问题，人本主义泛滥、工具理性的嚣张和自由的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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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误用使得他们成为“富有活跃相象力的、永不停息的漫游在茫茫人海中的孤独者”[4]。 
第二，传统的断裂。随着社会的剧烈变动与生活节奏的不断加速，曾承载鲜明符号色彩和深刻文化

隐喻的传统文化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危机。虽然千百年来，中国人并没有直接把宗教当作自己的信仰，虽

然相当多人怀着一种临时抱佛脚的态度，但中国人一直又不缺乏信仰，我们的信仰一直杂糅在我们的日

常生活里，“藏在爷爷奶奶讲给我们的故事里，藏在唐诗和宋词中，藏在人们日常的行为礼仪之中。传

统的中国人也曾经敬畏自然，追求天人合一，尊重教育，懂得适可而止，那是中国人才会明白的一种执

著[5]。”当下中国社会转型与重构，正猛烈冲击着传统文化的根基，传统的价值观念正在被打破，适应

市民社会现代性观念多元价值观念的复杂共存又进一步增加了变动的不确定性，共同解构着传统的文化

意义，导致文化价值的虚无漂泊。 
第三，权威的丧失。当人类统一和征服自然的思想不再是一种梦幻，大学青年教师们拥有的各种物

质能力，为他们获得有尊严的存在提供了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也使人们摆脱了对传统权威力量的依赖，

人被抛到自主的顶峰，却又陷入无所归依的孤独中，获得独立自由的同时也要承担责任与风险。虽然近

代以来的巨大成就使人相信“自己可以认识善与恶”，然而人们在有着充分的理由对人类的将来充满信

心的同时，却越来越感到不安与困惑，他们虽然在不停的奋斗着，但隐隐约约地却感觉这些动并没有什

么意义。他们一面创造着支配自然界的手段，“一面却陷入了那些手段的罗网之中；他们一面在成为自

然界的主人，一面却成了自己创造出来的机器的奴隶”[6]。关于人应该怎样存在、怎样才能把自身蕴藏

的潜能释放出来，人类目前却无法探知，对人的自主性不断增长着的怀疑，造成了青年处于一种既无天

启也无理性指导的道德混乱状态。 

3. 现代性危机下青年教师道德问题成因 

教师是高校建设与发展的主力军，高校的教师师德情况，不仅影响高校的学风校风建设、影响高校

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而且关系到高校人才培养的质量、关系到未来建设者的素质。现代性危机使大学

青年教师们遭遇到前所未有的价值冲突，道德选择从未像现在这样充满不确定性。面对现代性最核心的

理念“自由选择”，青年教师们陷入了道德选择的困境，在失去标准的时代里不再有绝对的善与正当，

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都是个人选择的结果。“而人追求快乐的本性，注定了大众必然会走向娱乐化和

庸俗化”[7]，导致人性的迷失。 
第一，道德信仰的缺失。传统社会的道德以目的性的宇宙观为立论基础，在一个庞大的存在链中每

个事态都有自己既定的角色和功能，做为系统中唯一的理性存在，人之为人的价值就体现在扮演好自己

在存在链中的角色。现代性的开启就始于对这种目的论宇宙观的消解，并使得世界变的只有纯粹机械的

秩序、每一个存在都是无价值的事态。“道德行为者从传统道德的外在权威中解放出来的代价是，新的

自律行为者的任何所谓的道德言辞都失去了全部权威性内容”[8]，人类传统道德律令的失效导致了道德

标准的丧失，道德相对主义盛行，唯一的道德标准就是没有绝对的道德标准，道德语言处于无序的状态，

人们失去了对道德的明辨力，缺乏信仰的人在缺乏信仰社会里更是无所畏惧。于是，道德底线不断的被

冲破，心浮气燥、学术造假、道德失范现象在牙塔中屡见不鲜。 
第二，人生意义的迷茫。目的论宇宙观的消解使得世界不再蕴藏任何意义，休谟“将事实与价值的

区分开来”[9]，事实与价值之间不具有逻辑上的推理关系，“世界彻底丧失了其精神的外观，没有任何

事情是值得做的”[10]。现代性伦理的主特征就是在价值上不作任何限定，所有人都可以根据个人的意愿

选择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终极意义，价值已成为主观化、私人化的东西，“没有任何外在的权威为个体提

供既定的道德知识，没有任何外在力量来干涉个人对生活意义的阐释和对生活方式的选择”[11]。青年教

师们一面拥有许多关于物质的知识，一面丢失了人本身这一最重要和最基本的问题：人是什么、人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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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由是什么、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当神圣的世界观无法为变幻莫测的人生提供解释、无法为短暂易逝的

生命赋予永恒的意义时，没有信仰的心灵便放肆地奔腾着。 
第三，“现实主义”的滥觞。道德信仰的缺失、人生意义的迷茫，曾从童年就伴随着青年教师们成

长的“共产主义”信念逐渐作为一种“幼稚的幻想”而被有摧毁我们的文化根基之虞的“现实主义”所

取代，这个完全缺乏对人的信任的新词使“钱和权”越来越变成是一种“信仰”。虽然每一代人的青春

都不容易，但当今时代的青春却异常艰难，因为现在的成功更多的等同于房子、车子、票子。为了给自

己带来好处或起码可以避免坏处，原本因学术自由而应独立不羁青年才俊们，也在领导面前变得唯唯诺

诺、没有主见。太多心智用来顺应领导的话语、太多的智慧用来争夺资源，使原本单纯的青春变得更加

聪明和功利。理想在青年中成为一个被嘲笑的词汇。如果青年们放弃了理想，那我们这个时代的未来能

在哪里？ 

4. 史蒂文森情绪主义的启示 

我国的高校普遍重视加强师德建设，采取了许多措施以加强师德教育力度、优化师德建设环境、完

善师德评价体系。然而面对 80 后的青年精英们，以主义式、灌输式的自上而下的道德教育方式收效甚微，

且以牺牲青年精英们的自主性、创造性的道德分歧统一最终是得不偿失的。既然“价值只是一种可能性，

而不是一种确定性，任何以某种价值的定义为规范的标准都是对价值的真实本义的偏离。因为对价值所

下的任何定义都不可能符合被定义的价值的情感内容”[12]。在价值多元的当下，如何确定规范标准、如

何统一道德上的分歧呢？史蒂文森的情绪主义认为规范不是制定出来的只能处于形成的过程之中，在某

种程度上否定建立伦理学规范的可能性，适应了现代性倡导的价值多元化。 
美国著名伦理学家查尔斯·L·史蒂文森(Charles. Leslie. Stevenson)是情感表达主义的集大成者。情

感主义经过以罗素和维特根斯坦为代表的形成期和以维也纳学派和艾耶尔为代表的发展期这两个阶段的

锤炼，到史蒂文森时期理论已日趋成熟。史蒂文森继续秉承情感主义的基本观点的同时，对艾耶尔的激

进的情绪主义(radical emotivism)进行了修正，主张道德判断不仅仅是情感的表达，也是对事实的成分陈

述。他一方面不否认价值对事实存在一定的依赖，另一方面又认为价值本质上不是建立于事实基础上的；

一方面在似乎解构事实决定价值的传统规范伦理学，另一方面又表现出了折中调和的特征。所以他的情

感表达主义又被认为是一种温和的情感表达主义(moderate emotivism)。史蒂文森从日常道德语言实际用

法的语义分析入手，放弃了西方哲学传统上将一个词的意义只看成是它的所指的意义这一理论，认为西

方传统的意义理论无法解释语言的祈使句或情感表达等其他的意义，而语言有传达信念和影响他人两种

用法，“意义”也有描述意义和情绪意义两种作用。所以他采纳了“用法即意义”的语用学理论(pragmatics)，
认为事实判断与道德判断、道德分歧与科学分歧、价值问题与事实问题之间有着本质的区别，并且前者

无法还原为后者，因为科学论证依赖于概念真假的有效性，而道德判断的准祈使成分无法用真假评价[13]。
按照史蒂文森的观点，道德分歧既涉及态度分歧，也涉及信念分歧，人们的态度分歧往往和信念分歧交

织在一起，但态度分歧总是起支配作用，将伦理问题同纯科学问题区别开来的主要是态度分歧。虽然，

语言的两种用法难以截然分开，语词的两种意义也相互依存，但是，道德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解决道德分

歧，道德分歧主要是态度分歧，而不是信念分歧。由于态度分歧本质上不是由于事实信念逻辑上的不自

洽引起的，所以无法通过逻辑或经验的理性的方法加以解决，所以只能依靠语言的情绪力量去打动对方。

因为其情绪意义无法定义，所以“好”等价值概念也是无法定义的，“好”只能被暗示或形容，所以既

具有描述意义，也具有情绪意义，它们不仅描述了情绪或兴趣，而且还表达了某种试图影响或改变他人

兴趣、态度和动机的意向。 
因此，史蒂文森得出结论：伦理学的目标是改变人的态度，属于行动的范筹，道德判断虽然总是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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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某种描述的成分，但“主要用法不是指示事实，而是制造影响”[14]，价值判断主要是情感的表达，不

是以理性要求对方的遵循，而是以情感打动对方、赢取对方的支持。史蒂文森的情感表达主义告诉我们

科学方法在解决道德分歧中发挥的作用是间接的、有限的，只有当信念的改变引起态度的改变时，双方

才有可能达成一致。“态度的改变”或许会为我们走入瓶颈的大学青年教师道德教育找到了一种现实的

可能性。 

5. 改变青年教师道德态度的路径选择 

面对物化、技术化和世俗化的危机与挑战，大学青年教师的道德状况成为许多大学内涵提升的掣肘。

然而，高校青年教师思维活跃、创新意识强，用传统的灌输式、运动式德育方式来改变对征服自然信心

满满的精英们的思想发展路径道德，无疑是一种梦幻。所以，我们在加大人才引进力度，加强绩效考核，

加快学科建设的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如何在现代性危机的冲击下加强师德建设。史蒂文森关于道德判断

的“非自然特性可以用非认知的情感意义加以解释”[15]理论，在为西方伦理学研究道德论说的动态特征

提供新的生长点的同时，也为现代性危机下的大学青年教师道德教育开辟了解决路径。 
1) 超越经验世界的价值引导。既然自由选择是现代人无法逃避的事实，那么如何保证每个人道德选

择都具有道德性就成为消解现代性危机的重要问题。只有那些选择向善的人才可能在实践中选择道德、

选择在向善的生活中追问生命的意义和生活的真正价值。对青年教师的价值引导不能只停留在信念的改

变上，更应该做的是改变他们的态度，激发其内心深处的向善、激怒其灵魂中的最优秀、最美好的一面，

使他们具有善的品质和善的德性。只有这种态度的改变才能保证其道德选择的道德性、才能使其树立健

康向上的人生理想和价值目标，并在面对无限复杂时选择永不止步。 
2) 回归意义世界的德性教育。在知识的理性化和客观化、普遍化的今天，教育探寻生活意义的功能

遭到放逐，教育成为无意义的教育，然而，根植于意义世界的道德教育才能具有生命力。知识的获得虽

然重要，但不能成为教育的根本，教育的本质还在于建构受教育者的意义世界，远离了意义世界的教育

就远离了生活。对高校青年教师的道德教育回归意义世界就是为了从根本上回归他们的生活世界，回到

他们的价值世界，建构他们的精神家园。鲁洁老师认为“道德就是对于生活方式、生命实践的理解和选

择，它是生活的解释系统，它所要破解的是人的生活意义”[16]。通过回归意义世界的德性教育，使青年

教师们重新审视人生的价值、生命的意义，从而引起态度的改变，解决现代性危机带来的迷茫。 
3) 还学术以真正的自由空间。自由分为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消极自由是指在一定的限度内，某个

主体可以做他所能作的事，或成为他所能成为的角色。比如别惹我，比如只要我不侵犯法律规定，其他

人都无权干涉我，在这个意义上自由是免于什么的自由(freedom from)。积极的自由是有权控制或决定某

人应该去做某事或成为什么样的人，在这种意义下自由是去做某事的自由(freedom to)。霍布斯说过消极

的自由在理论上和实际上都仅仅是关于个人权利的理论，人性中不好的因素单纯依靠消极自由是没有办

法克服的。查尔斯·泰勒说消极自由只是一种机会概念，而积极自由才是自由的应有概念。积极自由不

仅仅意味着摆脱必然性，更意味着人的自我选择、自我实现，指向自我的不断完善与超越、不断发挥潜

力。给老师们积极的自由，要求大学有完善管理机制，开放的学术氛围。通过给予青年教师充分自由的

学术空间，改变他们对立漠然的态度，增强他们的主体意识，激发他们的学术创造力。 
上帝再无法惩罚西西弗斯，所以放他回天庭。面对时代的无限复杂，需要学校以真诚去打动青年教

师们、去改变他们的态度，无论现实怎样，都要以安然的态度接受，依然要带着梦想，依然要积极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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