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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国素以“礼仪之邦”著称，是道德的国度、文明的古国。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实质特性是道德文化。中国
自古有很多教育名家，他们都关注与重视道德教育，形成了各有特色、自成体系的德育思想。在倡导立德树人，建立文化

强国的今天，梳理与吸取我国教育名家的德育精髓和精神要旨，对于现代道德文化建设颇具现实意义和借鉴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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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道德教育简称德育，是对一个人将会成为什么样的
人所进行的一种价值或关系上的限定。德育不仅决定着

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交往方式，也决定着这个人将会对外

在的世界产生一种什么样性质的社会影响。因此，无论

是在哪一个时期，也无论是哪一个社会，哪一个国家，人

们都非常重视德育。德育一直被各个时期的思想家、教

育家所关注，并成为了教育学研究领域中的一个重要范

畴［１］。人们在一定社会活动基础上，形成对道德的看法

和评价就是道德观。它包括人们对于道德的本质、社会

作用、价值以及道德教育与修养的认识等［２］。梳理我国

教育名家的德育观，全面认识和发掘我国传统伦理思想

精华，批判继承传统德育观精髓，对于改进和推动现代德

育建设，颇具现实意义与积极作用。

１　老子
老子（约公元前５７１年 ～前４７１年），道家学派创始

人。老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哲学家和思想家，道教始祖。

老子的德育内容主要有：一是“尊道贵德”。老子在《道德

经》第５１章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是以
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

然。”［３］他认为天下万物莫不尊崇“道”和重视“德”，是自

然规律使然。二是“轻名利”。《道德经》第 ４４章提出，
“名与身孰亲？身与货孰多？得与亡孰病？是故甚爱必

大费，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３］

但是，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不断演绎“人为财死，鸟为

食亡”的古训，对古今廉政建设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

都十分有益。三是“无为而无不为”。《道德经》第３７章
指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候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

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无名之朴亦将不欲，不

欲以静，天下将自定。”［３］将其运用到政治领域，官正民

顺，民风也端正，民富而国强，社会岂有不安定的道理！

以老子为代表的道家伦理道德观充满着依循“自然”的原

则，故而反对违反人自然天性的“仁”“义”“礼”，主张顺

乎人自然天性的“信”（“言善信”，说话以真实可靠为

善）、“朴”（“见素抱朴”，向往淳朴的社会风气）、“慈”

（老子三件宝贝中的第一件，慈悲为怀，胸襟博大）、“俭”

（老子三件宝贝中的第二件，节俭事事处处行得通）、“谦”

（老子三件宝贝中的第三件，含章贵谦，功遂身退）［４］。其

实，道家所主张的“信”“朴”“慈”“俭”“谦”与儒家所主

张的“仁”“义”“礼”“智”“信”“忠”“孝”“悌”共同构成

了中华民族的传统道德文化。

２　孔子
孔子（公元前５５１年 ～前４７９年），儒家教育思想创

始人。孔子是我国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

在中国教育史上起着承前继后的作用。梁漱溟曾经直

言，孔子之前的中国文化几乎都被孔子收在手中，而孔子

以后的中国文化又几乎都是从孔子那里出来的［５］。孔子

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从政的君子，而成为君子的主要条件

是具有道德品质的修养，正所谓“君子怀德”。“子以四

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行”即德行包括道

德活动和道德行为；“忠”即忠诚老实、舍己为人；“信”即

诚实不欺、讲究信用；“文”虽主要指文献知识，但也包括

为人处世方面的道德知识、能力以及言谈举止和仪态风

貌。因此，在孔子的教育内容中，德育占首位，文化知识

的学习必须为道德服务。正是在这一思想影响下，中国

古代形成了以德育为核心的教育体系。

孔子道德理论的核心是“仁”，提出了一套包括“仁”这

一根本原则在内的道德规范和道德范畴体系［６］。“子张问

仁于孔子，孔子曰：‘……恭、宽、信、敏、惠。恭则不悔，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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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得众，信则人信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何谓仁？

子曰“爱人”、“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可

见，仁是指人内心的道德意识和道德情操，包括各种高尚

的品质如恭、宽、信、敏、惠，富有浓厚的人道主义精神，由内

及外、由己及人。孔子还创建了儒家伦理道德教育学说体

系，充分肯定道德的重大作用，认为德治重于法治，只要统

治者修德，就可使“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即

德治比生产还重要。相较民食和军事，孔子认为道德教化

更为重要。为政以德可以正官、亲民、兴邦。此外，仁应与

智、勇并举，与我们“德才兼备”的用人制度或一些国家“德

才术”俱兼的教师录用制度不谋而合。

３　墨子
墨子（公元前４６８年 ～前３７６年），春秋战国时期杰

出的思想家和重视躬行实践的教育家。墨子一生“上说

下教”，教育事业取得了很大的成功，后人称誉他“盛誉流

于北方，义声振于楚越”，［７］实在是很客观的评价。他强

调环境教育的作用，著名的《所染》：“染于苍则苍，染于黄

则黄”，对后世许多教育家都有启发。与外因在事物发展

过程中起着加速或延缓作用相契合，告诫我们开展德育

工作不能忽视环境教育的重要作用。

４　孟子
孟子（约公元前３７２年 ～前 ２８９年），世称“亚圣”。

孟子是战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教育家，其德育观主要

有：寡欲养气，反求诸己，改过迁善，意志锻炼，以友辅

仁［８］。学习孟子的人性善思想，凸显公民道德教育的主

体性；借鉴孟子的道德教化思想，彰显国民道德教育的重

要性；借戒孟子的道德价值思想，强化全民道德教育的实

践性；对照孟子的道德范畴思想，增强青少年道德教育的

针对性；鉴镜孟子的道德修养思想，提高道德教育的实

效性。

５　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３６９年～前２８６年），与老子并称“老

庄”。庄子一生都是在贫穷的生活中度过，但始终主张

“无言之言”“不辨之辨”“言辩而不及”“任其本性”。倡

导尊重个性，人格独立，顺应自然规律，与现代德育建设

不谋而合；而强调尊重对象的个性，注重发挥教育对象的

主体作用，与当下倡导的主体性教育理念存有内在精神

的一致性。庄子道德观是“尚无，求真，保生，归心”。他

所构筑的道德根基，始于“无”，求于“真”，保于“生”，归

于“心”，闪烁着科学精神光芒。

６　荀子
荀子（公元前３１３年 ～前２３８年），与孟子齐名的儒

学大师。荀子在《劝学篇》中“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

之谓道德之极。”［９］首次将“道德”二字并联使用，表示由

道凝德的逻辑。荀子很重视德育，他关于德育的内容主

要可以概括为两点：崇礼尚义和隆师亲友。关于道德修

养可概括为三点：参验反省、择善而从和积善成德。要使

民众懂得礼义，荀子认为必须通过教育，他把社会成员分

为三类，即圣人、中庸之人、元恶之人。圣人可制作法度

来修己治人；中庸之人能学礼义知法度，接受礼义之化，

是礼义教育的主要对象；元恶之人极其有限，不能接受礼

义之教，只好通过刑罚去管治他们。因为要学习，就要有

教师，荀子极大地发展了儒家尊师重教的传统。他特别

强调教师的地位与作用，第一次把“师”与天地君亲并列。

“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

也。”他认为没有教师，民众无以知礼，是否尊师重教，关

系到国家的政治命运，“国将兴，必贵师而重傅……则法

度存。国将衰，必贱师而轻傅……则法度坏。”荀子对教

师地位的重视，在古代教育史上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

者”，为现代社会崇尚尊师重教，建设文化强国提供了理

论基础与精神风范。

７　董仲舒
董仲舒（公元前１７９年 ～前１０４年），汉代著名的思

想家和教育家。鉴于秦王朝对人民实行“严刑峻法”而迅

速灭亡的教训，董仲舒主张实行“德教”，道德教育是他整

个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他提出“罢黝百家，独尊儒术”，

确立了儒家思想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官方意识形态的地

位。在向汉武帝凑陈建国方略时，提出的政教大计中，他

强调儒家的“导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思想，强调“任德教”

的重大意义，要求以仁义道德养士，“以德善化民”，这充

分表明董仲舒的“务德”“重德”的根本思想。此外，他发

挥儒家传统的伦理礼教思想，阐述“三纲”“五常”之道，提

出了一系列的纲常道德教育内容及其实施的原则方法，

用来教化人们的思想品行，以实现为汉朝推行儒家“养

士”“化民”的教育政策，培养维护封建专制和等级秩序的

“成性”“制欲”的“贤臣”与“良民”，从而确立了此后两千

多年中国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同时，也为以后的科技发

展埋下了绊脚石。因为没有包容、透明、公平而言的“三

纲”“五常”扼杀了利于学习、竞争的机制。但董仲舒治国

之本在于“任德教”思想观具有现代借鉴与启示意义。

８　颜之推
颜之推（公元５３１年 ～５９５年），著名的历史学家、文

字音韵学家、教育家。他主张对孩子进行早期教育，要特

别注意环境的影响。人处一环境中，就如染丝，要求少年

“慎交游”［７］，与相友好的人在一起，言笑举止，虽无意学

习，自然像他，因此，与善人居，如入兰芝之室，久而自芳；

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这种慎交游的思

想，也是对士大夫避祸谋生、明哲保身的一种建议。其

《颜氏家训》中所蕴含的丰富的家庭教育思想对当代家庭

教育颇具积极意义，可从中吸取营养来夯实大中小学校

学生思想与道德品质的基础。

９　朱熹
朱熹（公元１１３０年 ～１２００年），理学思想集大成者，

南宋时期著名的教育家。朱熹将道德教育放在教育的首

位，整个教育指导思想都强调道德伦理教育。只有人的

品行端正，修养提高，方能在学业与事业方面有所进步。

在白鹿洞书院教规中，他明确指出教育目的是使“父子有

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又说“圣

贤教人，只是要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所

谓学者，学此而已”，教育内容应该有“道德政理之实”，以

明“政事之本”“道德之归”。朱熹把他的理学思想与道德

教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提出道德教育的基本任务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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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天理，灭人欲”。他还主张学生要“居敬”“持志”，从

小立下宏远志向尤为重要，这样才有可能在将来成为圣

人。朱熹提倡知行结合的道德修养方法，对我们从事道

德教育和道德修养无疑具有借鉴价值。

１０　王守仁
王守仁（公元１４７２年 ～１５２８年），世称阳明先生，明

代哲学家、教育家，创立阳明心学。王阳明非常注重“礼”

的教育，他说：“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

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

也。”［１０］可见，王阳明已将道德规范的认同与教育提升到

道德实践的高度，超越了“礼”的认识阶段，直接论及“习

礼”的行为举止。受教育者通过学习与模仿“礼”的现实

表现，从而学会道德践履。这样，不仅有利于道德修养，

养成习惯，而且还有利于活动筋骨，锻炼身体。为实现

“致良知”的教育目的，王守仁提倡“知行合一”的道德教

育论，反对“知行脱节”和“知而不行”。在知行合一的过

程中，他也提出了一些具体的做法：省察克治，静处体悟，

戒绝骄傲，事上磨练。他还设喻类比论述“种德”“考德”

和“养德”的理论精华与创造性实践结晶。他的“知行合

一”德育思想最具科学精神，遗憾的是，这盏科学精神之

灯没有点亮照耀华夏大地。

１１　王夫之
王夫之（公元１６１９年 ～１６９２年），世称船山先生，中

国古代教育思想的批判继承者。王夫之认为，要重视人

的合理需要与欲望的满足。他反对理学家“存天理，灭人

欲”的道德观，主张将天性和人欲结合起来，认为“天理”

即在“人欲”之中，“终不离人而别有天，终不离欲而别有

理也”［１１］，强调理与欲皆自然而非人为。他认为道德之

本原于天，落脚点为人，主张“达情养性”的道德修养方

法，向往“内圣外王”的道德理想模式与“圣贤治国”的治

国模式。

１２　蔡元培
蔡元培（公元１８６８年～１９４０年），中华民国首任教育

总长，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中

华职业教育社的发起人之一。公民道德教育简称德育，

尤为蔡元培所重视，并做相关诠释：“何谓公民道德？曰

法兰西之革命也。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亲爱。道德

之要旨，尽于是矣。”［１２］他的道德进化顺序观为：小己、社

会、人道主义；道德修养观为：自他两利、绝对利他；道德

纲领观为：自由、平等、博爱；道德修养观为：主观自省。

对于现代德育建设颇具圭臬意义。所谓世界观教育，蔡

元培认为是一种哲理教育，意在培养人们的科学世界观，

使之具有远大眼光和高深见解。作为著名的大学校长，

不仅在教育方法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的德行和在德

育方面的建树也直接或间接地引领着我们前行。

１３　陶行知
陶行知（公元１８９１年～１９４６年），民国乡村教育运动

先驱者，美国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的得意门生，怀着“要

使全中国人都受到教育”这种“爱满天下”的宏愿学成归

国，在近３０年的教育实践中，先后参与和发动了“六大教
育运动”，创立和实验了“生活教育”理论。陶行知提出

“教学做、智仁勇、知情意、教育与训育合一”的人才培养

观，以“求真、做真人”为育人目标，与现行的《义务教育思

想品德课程标准（２０１１年版）》“把学生培养成为合格公
民”的基本理念相互切合。他曾经作诗：“人生天地间，各

自有禀赋，为一大事来，为一大事去。”［１３］正是有着这样

的抱负与热忱，陶行知终身为中国的教育事业辛苦奔波，

用自己一生的教育实践诠释与演绎“捧着一颗心来，不带

半根草去”的教育精神，直至生命最后一刻。

综上，中国教育名家的德育观并非历史的沉渣，在倡

导立德树人，建立文化强国的今天，梳理与吸取我国教育

名家的德育精髓和精神要旨，对现代道德文化建设颇具

重要启迪意义和借鉴价值。观照现实，我们不难发现，教

育的最终目的就是要培养人全面自由发展，但我们的教

育方针只有全面发展，没有自由发展。其实，自由有时候

比全面来得更重要。在我们填鸭式、被动、应试的教育

里，学生缺失的是自由发展，没有自由发展哪来创新意

识、能力、素养与精神？中国传统文化对现代科技创新的

作用，显现为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所蕴涵的强大凝聚

力、自强不息与勇攀高峰的精神等，对科技创新起到积极

正面作用；另一方面重文轻技的思想、“中庸之道”和森严

的等级制度又与现代科技创新文化的要求格格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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