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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老子是春秋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是闻名世界的哲学家、史学家、思想家，他的哲学思想开创了

中国古代哲学的先河，他的教育思想是老子哲学的重要构成。通过梳理老子的教育方法和教育内容，理

解老子教育思想的内涵，探析其教育思想中蕴涵的个人价值导向功能与社会功能，学习老子思想中的思

辨智慧，挖掘老子自然无为教育观于当代教育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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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ao Zi is the founder of The Taoist school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nd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He is a world-renowned philosopher, historian and thinker. His philosophical thought created 
the precedent of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and his educational thought is an important compo-
nent of Lao Zi’s philosophy. By combing Lao Zi’s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contents, we can under-
stand the connotation of Lao Zi’s educational thoughts, explore the personal value orientation func-
tion and social function contained in Lao Zi’s educational thoughts, learn the speculative wisdom 
in Lao Zi’s thoughts, and dig out the promoting effect of Lao Zi’s educational view of natural inac-
tion o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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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育作为一项社会实践活动，一直在人类知识传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关系着一个国家、民族的

未来。从古至今，关于教育思想的研究一直备受各家流派的思想家、教育家和哲学家的青睐，很重视教

育在社会进步中的作用。先秦时期，等级制度分明，“学在官府”，上层阶层才能接触真正意义上的教

育，对于平民阶级来说，接触更多的是具有“教化”作用的教育。“老子有教育思想吗？”这一话题曾

经在学术界有所讨论，一派认为老子是有教育思想的，但仅是其哲学思想中蕴含的具有教化意义的思想，

没有直接的、系统的、体系化的教育思想；另一派认为老子没有教育思想，他主张“行不言之教”，无

言，不说话，无烟雨如何进行教育，这直接说明老子没有教育思想。随着学术界对老子哲学的深入研究，

老子的教育思想渐渐被承认与重视，老子独特的教育观念对后世也即现代社会的教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老子的教育观内涵 

2.1. 以“道”和“自然”为原则的教育观 

道创生万物，并赋予物之所以为其自身的特性，这个功能是教育的根据，体现对生命的及生命内在

特性的重视；道也是万物之源，一切事物由道产生，道是看不见摸不着的，人也属于万物的一部分，道

作为万物的法则和规律，也存在于人和人类社会中。社会不同阶层的人与“道”有不同的关系，根据这

种区别，人被分为圣人、侯王、士、百姓。圣人体“道”，侯王守“道”，上士闻“道”、行“道”，

百姓不知“道”[1]。老子认为教育就是合“道”，使人悟“道”、认“道”、体“道”，成为一个得道

的人，即让人性恢复到最初那个最纯粹的时候，使国家重回“小国寡民”、自给自足的状态，回到最原

始、本真的状态。 

2.2. 教育“无为”和教育“自然”的教育特点 

老子的教育目标是培养“得道”之人，即“上士”。得道之人需具备一定良好品质，例如节俭、崇

实、节欲等，这些就是老子教育思想在人身上的体现。 
老子的教育内容有两个特点，一是教育“无为”思想。成为上士，需要深刻理解“道”的涵义，循

规蹈矩、按部就班的遵循“道”所指的规则行事。所谓“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

士闻道，大笑之”[2]。老子认为上士可以领悟何为天道的本质，拒绝享乐主义，节制自身，世间充满诱

惑，我们很容易会陷入物欲之中，我们需要保持最初始的质朴之心。老子用“上士”去赞许那些能够克

制自身欲望、将“道”不折不扣的外化于行动中的人。无为是一种态度，是不违背事物的本性而为，无

为是上士最基本的特征，纯朴自然就是道。 
二是教育“自然”思想。“道法自然”是指道的法则是自然如此的，不干预万物的发展，它生于万

物之中，万物自然而然地遵守道的法则。自然是内心的认同，顺应自身特性，老子的教育思想强调自然，

即尊重学习者的兴趣爱好，注重发自内心的学习，不提倡强迫学习。自然具有发展变化的特性，我们应

当顺应自然，顺应万物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不违背自然规律。老子把物极必反的思想应用于教育，认

为事物发展到极致以后，就会向其对立方面转化，体现出“反向”思维，故而他崇尚自然生成之道，主

张自由发展，平稳进步，不揠苗助长[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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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行不言之教”的教育方式 

老子提出我们应该“行不言之教”。在“言”和“行”上，“行”及注重行为的教育方式在老子看

来更为重要。“行不言之教”是指通过自身行为改变受教育者的处事原则，也即以身作则。言传身教，不

对学生进行命令式的语言，重在让学生从内心深处由衷的改变，突出了学生在教育中的积极性。再者，

老子教育观念中也体现了人性的自然发展，强调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主体性，注重受教育者的原始天

性，受教育者可以通过自身的学习能力或创造力提高知识能力。在这过程中遵循了孔子奉行的中庸之道，

把我自然与自我之间发展的度[4]。 
当然，“行不言之教”并不是让教育者不说，而是强调教育者的方式不能僵硬自封，要顺应自然无

为，依照事物自身的规律行事，不强加干涉，引导其往好的方向发展。这也是倡导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

中尊重学生的客观本性，顺应学生的健康身心让其自由发展，达到“无为而无不为”的教育境界。这也

体现了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应该以身作则，以自己的行动来传“道”，传“道”过程就如上善若水一样，

润物无声，在自然中发展，师生之间是一种共同进步、和谐发展的状态[5]。 

3. 老子教育思想的功能 

3.1. 自然而为的导向功能 

老子的自然无为教育思想在人类进行社会实践活动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道家认为婴儿状态具备

最好的本性，是完美的，没有沾染世俗气息，反对人的有为，认为有为是破坏天性，人会受后天环境影

响，私欲无限放大，引发虚伪、罪恶等不良社会现象。我们现在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期，不同的意

识形态在碰撞，多元文化交织在一起，享乐主义盛行，人们的价值选择偏向务实，对经济物质的追求更

加迫切，从而产生更多的社会矛盾，不利于社会稳定。 
老子主张满足人们的正常欲望，但要克制私欲、节制自身，“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

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6]。”人时常被事物表象迷惑，无法看到内里的实

质，贪婪、利益阻碍我们从本心认识世界，理性出走，指引你前进的价值向导已经偏离正确的轨道，我

们需要透过现象看本质，用本心去思考、内省，看到最真实、完整的世界。 
私欲过多只会带来数不清的纷争、矛盾，大到国家战争，小到人民琐事，新冠疫情为何有的国家控

制的很好，有的国家却始终不能下定决定封锁隔离抗疫，因为利益权衡之下，他们寄希望于是一次大型

流感，无法承担生命与经济损失的双重打击，而迄今为止，全球疫情仍未结束，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种

种都说明了顺应客观规律，在不违背自然规律的情况下需要有所为是必然的。老子的自然、清静无为的

主张为当今物欲横流的社会注入一股清泉，对于净化人类日益功利化的心灵，建立科学的世界观与方法

论，始终保持豁达的心态，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3.2. 道德教化的社会功能 

老子的教育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强权政治，促进社会秩序的稳定，具有一定的社会功能。老子的

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不满与批判之上的，他所在的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奴隶制瓦解，王室衰微，诸

侯争霸，整个社会犹如一盘散沙，连年战乱，民不聊生，社会黑暗，动荡不安。 
老子认为，社会动荡与强权政治根源在于违背了“道”，一味追求名利与物欲，也即统治者的“有

为”，徭役、赋税、战乱繁重，统治者违背自然规律，迫使百姓无法生存，带来无尽的灾难和痛苦。对

于这样的社会现象，老子对统治者采取的是教育手段，引导其认识什么是道，进而坚持无为、自然的原

则去治国，而不是用强硬的制度手段去批判、谴责、严惩。因为当时正处于封建皇权时代，法律制裁不

切实际。“君无为而臣有为”，想要避免出现“专制”的君主，需要君臣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君为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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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君主的“无为”是尊重自然规律，去除自身主观偏好，不因一己私欲做违背规律的事情，但这并不

代表什么都不做，只是抓住万物背后最根本的“规律”，让所有人、事物各归其位，此时的“有为”也

是“无为”。臣为人道，臣子为君主处理庶务，做好本职工作，有更大的空间发挥自身才能，为君主排

忧解难，集思广益，实现君主的“无为”，共同治理好国家。 
老子深刻研究及思考了春秋战国期间社会道德沦丧和理性缺失的根本原因，认为从根本上实现社会的和

谐与安逸，必须依靠良好的教育以教化人民重新回到原始状态。他的教育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教化内容，

道德教化就是调整人类社会的基本秩序，实现人际关系的和谐与和睦，社会安稳，进而促进社会发展进步[7]。 
老子的教育思想弱化了统治者的意志偏好，促进与百姓之间的和谐相处，有利于形成淳朴的社会民

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实现国家稳定。虽然老子用无为、顺应自然、天道的说法去对抗中央集权、

封建强权，企图改变统治者的治国方法，这种思想在那个大一统的时代不被接受，甚至不切实际，但仍

然促进了后世的社会发展，具有借鉴意义。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了国家的兴衰是取决于文化，而不是制

度，历史发展的局限性是必然存在的，重要的是在于我们要将前人的思想批判继承，为我所用。 

4. 老子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发展的启迪 

4.1. 强调对人的关注 

道是老子教育思想的总原则。回归道，回归自然，即尊重万物自身的意义。人作为万物中的一部分，

在教育过程中，其行为思想最后也要回归于人的本身。教育应回到人本身，挖掘人性，尊重人的本性。

对人实施教育的目的是使人性“复归于朴”，“朴”是指事物最初、最纯真的状态，未经雕琢，仍保留

其本质，老子在很多叙述中用“朴”表示“道”。人性之朴就是人最原始的状态，就像婴儿的最天然、

最原始的欲望。老子希望通过加强人们道的理解，使原始的绝佳状态重新复归于社会。 
在现代，越来越多的学生心理被忽视，老师或者家长只注重孩子的成绩结果，忽视了孩子自身心理

健康的发展。本来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社会主义人才，但常常有人掉进功利的陷阱里，只追求荣誉，

满足虚荣心，失去了最初教育的本心。教育的价值应当在于让人超越自我，超越私欲，最终达到对自己

本质的真正认识，实现自我价值。 

4.2. 注重人的自然发展 

如今，正是信息化时代，庞大的知识信息充斥着我们的生活，孩子的学习要求更高了。但对孩子进

行过度教育，无限地给孩子增负，让孩子在无尽的学海中苦苦挣扎，只会适得其反，使孩子丧失学习兴

趣，最终带来反面效果，不利于他们的自身发展。老子坚持对人内在的引导，认为在教育中要遵循自然

的发展规律。就像教育总原则的“道”所言，人的发展有其自然规律，学习过程也一样要遵循“道”的

原则。学习内容、时间、达到的效果等，这些只能循序渐进，不能强求和刻意改变。 

4.3. 构建师生和谐关系 

老子对教师的能力素养提出了更高层次的要求，教师需要通过自身的行为，潜移默化地去引导学生，

这就要求教师在品德修养、知识水平、教育方式等方面达到一定的水平。学生也应调动其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实现自身的全面自由发展。“行不言之教”是同时针对老师和学生的双向行为，良好的教

育需要双方的配合，二者如果没有和谐稳定的关系，教育活动就不会达到最优效果，人格平等是良性互

动的基本关系。老师应打破以往传统观念中远距离、高姿态，秉承一颗包容之心。同时，学生要注重发

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思考感悟，实现学与教的双赢，最终达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擘画人类理想

蓝图——共产主义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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