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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育始终是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问题，近年来在义务教育阶段最为突出的是教育模式僵滞化、教学内容

超前化、培养目标功利化等问题。老子思想中蕴含着深刻的教育智慧，通过深入研究老子教育之方——

循道而行，可以为现代教育提供启示：构建自然无为的教育模式，注重因材施教，有益于改变教育模式

僵滞化所引起的学生个体差异性丧失的现状；采取谦退不盈的教学方法，尊重教育规律，可以促进解决

教学内容超前化所导致的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动力不足、基础不牢等问题；树立回归本真的培育目标，

引导学生淡泊明志和全面发展，有助于走出培养目标功利化的教育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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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an issue of wide concern to all sectors of society. In recent years, the 
most prominent problems in the stage of compulsory education are the rigid education pattern, 
the exceeded teaching content and the utilitarian cultivation goal. Lao Tzu’s thought contains pro-
found wisdom of education. Through deeply studying Lao Tzu’s educational method—following 
the Tao, we can obtain enlightenment for modern education: constructing the natural non-action 
education pattern which pays attention to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is bene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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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al to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oss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 caused by the rigid educa-
tion pattern; adopting the non-fullness teaching method which respects the law of education can 
promote the solution of excessive learning burden, lack of motivation and weak foundation caused 
by the exceeded teaching content; setting up the cultivation goal of returning to tranquility which 
guides students to show high ideals by simple living and develop in an all-round way is helpful to 
go out of the education mistake of utilitarian cultivation go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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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长期以来，教育问题广受社会各界的热切关注与讨论，近年来在义务教育阶段最为突出的是教育模

式僵滞化、教学内容超前化、培养目标功利化等问题。与此同时，我国也大力开展了一系列减轻中小学

学生负担，加强素质化教育的措施，然而结果不尽如人意。2021 年“双减”政策的出台彰显了党和国家

对教育改革前所未有的决心与力度，但仍面临诸多挑战。如何回归和匡正教育初心，克服当下教育现象

的顽瘴痼疾，破解教育热点难点问题；如何回应社会对教育的关切，有效缓解家长焦虑情绪，促进学生

全面发展、健康成长，成为现代教育亟待讨论的问题。基于老子思想的精华，深入研究老子教育之方—

—循道而行，联系中国的教育实际与“双减”政策的落实情况，挖掘老子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可以为

重塑我国健康的教育生态提供坚实的理论基础。 
“道”是老子哲学的核心。“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老子·四十二章》)。道创

生万物，万物包括人在内追根溯源都以道为最终的根据，人类依循道为人处世，才可回归道本，达致体

道境界。作为人类因循的准则的道具有自然无为、谦退不盈、致虚守静等特性，由此延伸至教育上，也

予现代教育以依归和启示。 

2. 自然无为的教育模式 

在老子的思想中，道是万物的本原。“道生之，德畜之，物形之，势成之”(《老子·五十一章》)。
万物由道而生，由德而育，道在生成万物之后又分化于万物，内化成万物各自的本性，亦即为“德”，

也正是此自然本性使得万物都有各自的潜能与可能性。万物依赖于自己的本性而维持自身的存在，但其

生长与成熟需要周围环境的滋养。老子又言，“道之尊，德之贵，夫莫之命而常自然。”(《老子·五十

一章》)。道德的尊贵，就在于其生成万物却不自矜有功，辅助万物生长却不成为万物的主宰，而是使得

万物各自因循自身的自然本性而发展。由此观之，老子之道侧重强调自然无为的一面。 
“自然”是一种自己如此的状态，主张任何事情都应该顺应它本身的趋向进行，“以辅万物之自然

而不敢为”(《老子·六十四章》)，遵循万物的自然本性而不妄加干预。“无为”是相对于“有为”而言

的，老子从政治思想出发，言及有为之政的弊端：“天下多忌讳，而民弥贫；民多利器，国家滋昏；人

多伎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盗贼多有。”(《老子·五十七章》)。为政者将政教号令强加于民众，苛

设禁忌、压抑欲望，反而遭致祸乱，民不聊生。于是老子呼吁无为，以“我无为而民自化”(《老子·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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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章》)为理想，排斥一切强力、裹挟与压迫。但老子“并不是完全不承认外力的存在和作用，而是排

斥直接的强制性的外力作用”[1]，强调在不干涉万物自然趋向的基础之上有所作为。“自然”与“无为”

二者实则为一。“道常无为而无不为”(《老子·三十七章》)，王弼注曰“顺自然也”[2]，道化育万物，

没有什么不是道所为，个中缘由恰恰是因其应顺自然而不肆意妄为。将老子思想推之教育，也应发展一

种自然无为的教育模式，尊重学生的天性，发挥各自的潜能。 
首先，要培养自主性。老子曰“多言数穷”(《老子·五章》)、“希言自然”(《老子·二十三章》)，

“言”即号令，老子认为繁多的声教命令会加速灭亡，少施号发令才是合乎自然的。因而在教育上也应

该减少对受教育者的外力强迫，避免过度干预学生成长，培养他们学习的自主性与自觉性。在以往教育

中，填鸭式的教育模式仅仅是向学生强行灌输知识点，而忽视了培养学生理解、吸收、内化、应用知识

的能力。由于受教育者处于被动学习的状态，则缺乏自主的学习和探索，甚至会导致逆反心理，丧失学

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老子言“是以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老子·二章》)，启示教育者减少

机械强硬的监督教导，重视启发式教学与潜移默化的引导，重点就是要把目光返回到受教者主体，培养

其自主思考与实际应用的能力。具体而言，一方面要求教育者能够循循善诱，与受教育者共同在探究中

学习，从而使其由被动学习转为主动观察、学习领悟、最后内化于心，提升学习能力并增强学习自主性；

另一方面需要教育者以自身行为为受教育者树立模范榜样，言传而身教，在由教师、家长以及社会共同

营造的良好教育氛围中，让受教育者潜移默化地得到熏陶与引导。 
其次，要尊重个体差异性，应许个性化发展。“是以圣人常善救人，故无弃人。”(《老子·二十七

章》)。老子指出，圣人以自然为道，顺任自然接人待物，了解万物各有其才，进而做到物尽其用、人尽

其才，发挥各自的潜能。目前来看，人才选拔仍然以考试分数作为主要标准，绝大多数中国学生还是集

中于校园内的科目学习。当下我们正处于“文凭社会”，拥有名牌大学、研究生学历对个人职业获得发

展十分关键[3]，要想获得更好的学历背景，学生就必须花费大量精力准备统一考试，不仅造成中小学生

尤其是高年级同学学业压力过重，也阻碍了学生的个性发展。教育者需要认识到每个学生本性有异，耐

心发现每个孩子的优势与不足，因材施教。构建综合素质评价体系，从单一僵化的“唯分数论”逐步转

为品德、特长、个性发展等方面灵活综合评估；有针对性地进行分层教育，根据学生现有的能力基础和

潜力倾向分组教学；更加注重五育平衡，不断丰富课后服务内容，满足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求，保障并

拓展不同领域人才的发展空间。 
针对当下部分抹杀主体性的教育方式，老子思想仍具有前瞻性和参考价值。自然无为的教育模式需

要教育者培养学生自主性、尊重个体差异，警惕陷入单一评价标准的教育怪圈，用千人一方的教育模式，

培养千篇一律的学习机器。 

3. 谦退不盈的教学方法 

老子认为，一切事物都处在对立双方相互作用的状态下，“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形，高下

相盈，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老子·二章》)。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之类相对而存

在，相互依赖，当一方发展到超越一定限度时，则会转化为自身的对立面。如《老子·九章》中言： 
“持而盈之，不如其已；揣而锐之，不可长保。金玉满堂，莫之能守；富贵而骄，自遗其咎；功遂

身退，天之道也。”(《老子·九章》)。 
“盈”意为满溢、过度，行为处事中，一旦超过了自然的限度，则不免导致倾覆。王弼注曰，“持，

谓不失德也。既不失其德，又盈之，势必倾危”[2]。老子强调物极必反的规律，如果没能衡量好事物的

限度，自盈自满可能使事物转向对立的一面而导致失败祸患。老子又言，“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孰能安

以动之徐生。保此道者，不欲盈。”(《老子·十五章》)。动与静、浊与清等范畴处在相互对立又相互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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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的变化状态中，动极则静，静极则动。体道之士谦退谨严，在浑浊动荡的状态下慢慢澄清，在安定宁

静的状态下渐渐动变得以循进，丝毫没有自盈自满。在教育上也应如此，“夫唯不盈，故能蔽而新成”(《老

子·十五章》)，学生唯有积步稳行而循序渐进，才能在所学基础上持续增益，身退不盈谓之教育的良方。

因而在老子思想的启示下，现代教育方法应该遵循教育规律，切忌强作妄为、拔苗助长。 
以往的教育环节中存在着超前教育的问题，许多家长希望让孩子提前学习更高难度的内容让自己的

孩子赢在竞争的起跑线。然而，这种快出人才、违逆规律的教育方式不仅未必给学生的学业带来显著的

提升，甚至还会对当下或未来的学习与成长带来一系列负面问题。其一为负担过重。超前教育导致的最

直接的问题便是学生负担过重，高负荷的学习给学生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超标的课业任务也会侵占

学生锻炼、睡眠和娱乐的时间，长此以往将严重影响学生的身心健康与生活质量。“是以圣人去甚，去

奢，去泰。”(《老子·二十九章》)老子强调事有适当，应当因循事物的自然之性，去除一切极端的、奢

侈的、过度的措施。理想的教育也要因势利导，杜绝揠苗助长，避免给学生造成不必要的负担。其二为

动力不足。老子曰：“物壮则老，是谓不道”(《老子·三十章》)，气势过盛的事物是不合于道的，超强

度的教育会消耗学生的学习兴趣和耐心。一方面，额外的学习任务会侵占学生的娱乐时间，孩童的自然

天性受到压抑，则难免产生抵触心理；另一方面，提前授予学生的知识往往高出学生适应的难度，对于

大部分学生而言，这些内容极具挑战性，一旦学生难以理解便会产生强烈的挫败感，甚至是厌学的情绪。

因而在教育中逞强矜能对维持学习兴趣，激发学习动力大有不利。其三为基础不牢。从短期效果看，超

前、超额的学习似乎可以使学生学到更多的知识，进而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更高的水平，但从长远视角

看，这种短视化的教育方法难以保证学习的质量。由于急于开始进一步的学习，学生的基础很可能还没

有扎实，在这样不牢固的基础之上累积，最终会暴露出许多问题，反而要回过头来弥补之前的漏洞。正

所谓“企者不立，跨者不行”(《老子·二十四章》)，踮起脚跟是站不牢的，跨步前进是走不远的，急躁

的违背自然的行径是短暂而不能持久的。唯有顺应规律、扎实基础才是更有利于学生长期发展的教育方式。 
要而论之，教育应当尊重教育规律，切忌急躁与盈满的措施，否则将会适得其反。超前教育会造成

诸多问题：不利于学生全面、多元、健康发展，消磨学生学习的兴趣，缩短巩固基础知识的环节，最终

难以支撑学生未来更加长久、更高难度的学习。 

4. 回归本真的培育目标 

老子认为，纷繁复杂的万物最终都会回归本根的朴真状态： 
“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

知常，妄作凶。”(《老子·十六章》)。  
在老子看来，万事万物变化都是一反一复的，何谓反复？张岱年说：“凡事物由成长而剥落，谓之

反；而剥落之极，终而又始，则谓之复”[4]。老子眼中的世间万物运行都遵循“道”的运行规律，经历

从生长、发展、变化再到各自归根这一循环往复的过程。外界世事虽是复杂纷争和千态百状的，但万物

最终都是要归到各自本根的，“归根”即返回虚静之本心。同时老子也言：“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欢；难得之货，令人行妨。”(《老子·十二章》)。物欲文

明生活给人们带来的诱惑甚多，纵情沉溺于声、光、色欲中会对人们造成严重的伤害，使人心狂荡不安，

因而应摒弃外界事物的物欲诱惑，“见素抱朴，少私寡欲。”(《老子·十九章》)。摆脱有形无形的巧饰

制约，减少私欲的束缚，以此达到返朴归真。所谓“致虚极，守静笃。”(《老子·十六章》)，“虚”和

“静”则是万物的本根之处，无论是万事万物都应该以致虚守静的状态为宜，致虚守静同样也是人们应

该保持的本真状态，只有保持内心的宁静和空明，才能领悟事物的本质，找回事物的本根，恢复人的本

心。现代教育应以此为培育目标，清除头脑中多余的利欲智巧，回归个体质朴天然的本真之性，恢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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灵的清明，从而使学生能够排除私欲活动和外界干扰，以拥有独立的运思空间。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学习对于个人发展的重要性，教育的地

位被逐步提高，教育的内容和形式也愈发丰富。而如今教育功利化现象严重，唯分数论和唯智育论成了

现代教育的代名词，考试成绩单上的分数与学习优秀似乎划上了某种意义的等号，应试教育以及考试技

巧成了学习的重心。“当人对金钱，权力等走向崇拜时，教育就会成为追求或实现物质利益的手段或工

具，这样就势必会导致教育走向异化”[5]。如今被分数异化的教育已经偏离了教育初心的轨道，教育作

为国之大计，关乎国家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而现今教育中分数却已经成为孩子们学习的欲望追求，学

生的功利心在唯分数论的教育环境下悄然滋长。老子言：“绝智弃辩，民利百倍；绝伪弃诈，民复孝慈；

绝巧弃利，盗贼无有。”(《老子·十九章》)。在老子看来，智辩、伪诈、巧利皆为虚伪的文饰之物。对

分数的绝对追求以及为了高分而积累的应试技巧如同智辩、伪诈、巧利一样皆为浮文，应在头脑里予以

清除，排除功利化的干扰，维护内心的安宁。 
同时，在单一的教育评价体系下，学生往往面临极大的升学压力，无时不刻处在同辈竞争的环境中。

纵使越来越多的同学在竞争中得到成长，但这种环境容易导致滋生攀比的风气，教育评价的量化手段也

易激起学生对数字增长的无限崇拜，渴望对高分与荣誉的绝对占有。正所谓“少则得，多则惑。”(《老

子·二十二章》)，老子认为少取可以多得，贪图多拿则就迷惑。教育的重点不能是争名夺利的分数战，

对高分的一味追求会导致心浮气躁，思虑纷扰，心灵蔽塞。在老子看来，外界的欲望都是人为力量作用

的结果，这会导致人丧失自我本性。“为而不恃”(《老子·二章》)、“为而不争”(《老子·八十一章》)，
不要把持、滋长自己的占有欲，不争名争利争功才是圣人之道。 

致虚守静的思想给功利化的教育现状以很大的启发和警示，如何真正实现去功利化，从而达到回归

本真的培育目标，是一个重大的教育课题。老子所说的虚不是一无所有，是“虚而不屈”(《老子·五章》)，
在老子的思想中，“虚”有无穷的储藏力和极强的创造性，“静”有无限的生命力和极深的透彻性，“‘虚

静’的生活，蕴涵着心灵保持凝聚含藏的状态。唯有这种心灵才能培养出高远的心志与真朴的气质，也

唯有这种心灵，才能道引出深厚的创造能量”[6]。因此，老子的虚静观启示教育应回归人的本根之素朴，

虚静的生活状态能够提供独立运思的空间，为学生的创新和全面发展打开可能。 

5. 结语 

2021 年“双减”政策的出台将我国的教育事业改革提至全新境界，为我国素质教育发展注入了新的

能量。目前“双减”政策已经在全国各地落地开展，取得一定成效的同时也存在一些难以攻克的问题。

老子的教育思想以“道”为核心，通过深入研究老子的教育哲学可为我国“双减”政策提供理论支持，

助力健康教育生态的重塑。首先，因材施教，多元分层教学。“双减”政策的出台旨在破除教育功利化，

短视化的顽瘴痼疾，通过构建自然无为的教育模式，分层教学，因材而用，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其次，

优质发展，提升义务教务质量。双减政策要求“学生回归课堂主体阵地”倒逼学校提升教育质量，采取

谦退不盈的教学方法，优化教学团队，提高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最后，良性竞争，转变

人才评价模式。“双减”政策力图破除“唯分数论”、“唯智育论”的传统观念，树立回归本真的教育

目标，从单一僵化的“唯分数论”逐步转为建立综合素质评价体系。深入研究老子的教育之方——循道

而行，可以深刻回答新时代中国特色主义教育“立何德，树何人”的时代之问，推进我国教育事业蓬勃

发展。 

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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