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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作为人类生活的行为准则与规范，虽没有强制性约束人类行为的作用，但却代表着人类对自身与他

人、世界关系的认识。儒家思想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所包含的道德观体系是中华千年

灿烂文明的根基，作为儒家道德观重要核心的德育思想，对中国传统社会有着非常深远的影响，这种影

响延绵至今。笔者以孔子德育思想为研究选题，简要探析儒家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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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orality, as a code of conduct and norm of human life, although it does not have a mandatory role 
in restraining human behavior, it represents human’s understanding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selves and others and the world. As the mainstream ideology of ancient Chinese society, 
Confucianism contains the moral concept system,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splendid civiliza-
tion of China for thousands of years. As the important core of Confucian moral concept, moral 
education has a very profound influence on traditional Chinese society, and this influence contin-
ues to this day. Taking Confuci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as the research topic, the author briefly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Confucian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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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作为先秦诸子百家之一的儒家，发源于周朝的礼乐之道，创立、发展于孔子。孔子所处的春秋战国

时期，社会动荡不安，王室力量孱弱，诸侯争霸，导致分封制逐渐瓦解，封建制度逐步成型。社会意识

形态的产生归根于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这一时期的思想界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繁荣景象，如此

复杂的政治文化历史背景为儒家德育思想的诞生提供了必要条件。 
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类面临的首要问题已经从物资匮乏转变成为了精

神层面的不足。道德观念逐渐趋向多元化，这种转变在促进人们思想进步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弊端，

社会同时遭受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等观念的冲击，人们的思想越来越浮躁。道德教育的缺失导致出现了

许多新的社会问题，儒家德育思想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立根之本，其所蕴含的经验能够为我们现代

文明的建设提供宝贵借鉴。 

2. 孔子德育思想主要内容 

孔子主张用教育改变人性，其德育思想的形成建立在人性论的基础之上，他虽持有圣人“生而知之”

的先验论思想，但也指出通过后天的道德教育可以超越自我，达到更高的道德层次。德育过程的展开以

礼乐之道为根本原则，德育的最高目的是“成圣”，具体来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简要分析。 
1) 仁礼互通的道德观 
“仁”，究其概念主要指美好的德性，经过以孔子为代表的先秦儒家的诠释，成为了中国古代思想

的核心范畴。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孔子认为要从“礼”来改变现状，于是创立了一整套仁学体系。 
《论语·颜渊》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以爱人为仁，以知人为智，他所说的爱是有次

第之分的，人应该先爱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再推而广之。这里所说的“仁”，是人本身的美好道德情感，

也是人际交往所要遵从的根本情感法则。而想要落实这种“仁”，孔子进一步提出了“忠恕之道”，“己

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1], p. 81)，自己想要站立稳定，通达明智，也应该帮助别人达到如此水平，

这是“忠”，另一方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 p. 120)，自己不想要怎样被对待，就不要如此对待

别人，这是“恕”，忠恕互涵，是仁的一体之两面，这是关于“仁”的实践之道。以“孝悌之爱”为起点

进而推广至整个社会的“仁爱”，不仅仅是道德规范，而是自然流露出的真情，是人们自由选择的结果，

由此，“仁”作为礼乐之道的直接外化形式，赋予了“礼”充分的合理性，仁为体，礼为用。 
“礼”作为“成仁”的行为规范，其内涵主要包括个人的道德自律。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

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 p. 120)。孔子强调“礼”对人的制约，教化和养成作用，一方

面，人要依“礼”修己，另一方面，要在反省中努力体认“礼”之内核--“仁”，自觉地去实践“仁”，

达到“礼”与“仁”在道德主体上的统一。 
由此可以看出，孔子德育思想围绕着“仁礼互通”展开，“仁”是道德教育的重要内核，是一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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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观念的价值来源，“礼”是“仁”的外显形式，作为规范统摄着一切道德观念。“仁”与“礼”的统

一是孔子德育思想的基本趋势，也是儒家思想的主旨精神。 
2) 为政以德的政治观 
孔子“仁礼之道”落实到国家、社会层面，展现出颇具价值的政治观念。儒家“成圣”的最高目的

是为了谋求“天下大道”[5]，因此修身为政也是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部分。先秦儒家的政治思想包含“明

分正名”以及“德政”两个方面。“明分”指的是明确、维护社会等级，这种社会等级涉及到好几个层

面，包括人伦关系中的长幼亲疏，社会生产劳动中的职位分工，以及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君臣职位之分。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个人都要找到自己在社会生活中的明确位置，一切行为都要符合社会秩序

的规范与约束，这即是实践“礼”的根本途径。“正名”的思想源于孔子，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

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1], p. 
129)孔子认为“礼”是社会安定和谐的起始点，想要改变战国时期礼崩乐坏的社会现状，必须回归到明

确阶层等级的礼乐社会。 
为了避免严格的等级制度所造成的社会混乱，先秦儒家进一步提出“为政以德”，道德是政治的前

提与基础，必须以仁义道德作为最高的“天道”来统摄政治。为政以德首先体现在君主身上，作为最高

统治者，自身一定要做到具有良好的德性，修身养性，此谓“正君”，君王对百姓的影响是广大深远的，

“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1], p. 125)。其次，要做到“重民”，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1], p. 326)，这是为政以德的重要方面，在安民，富民的基础上，对百

姓也要实施道德教育，让民众具有基本的道德素养，是统治者维护国家平稳安定的软性举措。 
在孔子看来，统治者想要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必须以“仁德”为主导，且以礼法刑罚为辅，才能实

现国家的和平稳定，长治久安。 
3) 仁义为重的价值观 
上文中说到，儒家道德教育的最高目的即为“成圣”，追求天下大道，以一己之力为国家百姓做出

贡献。在这一过程中不可避免的会出现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的关系问题，由孔子率先提出的“义利之辨”，

是道德评价的重要标准。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1], p. 64)。孔子将“义”与“利”作为“君

子”与“小人”的界定标准，但实际上他并未全盘否定“利”，人民百姓可在行为符合“义”的基础上

适当的追求物质利益，若个体利益与国家利益发生冲突，则以后者为重。 
孔子德育思想的重要实施手段即“因材施教”，针对不同的教育对象，所要实施的教学内容也不同，

从以“仁”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到为政以德的政治观念，都是儒家因材施教的典型范例，落实到民间有志

之士身上，表现出“仁义为重”的价值观念输出。“士”作为民间的知识分子阶层，必须具有与君臣百

姓不同的道德观念，这样才能将自身影响力最大化。“仁义”代表着先秦儒家思想中的理想型人格，“士”

所要追求的，就是这种具有最高价值与意义的君子本质。将仁义至上作为自身信仰，在追求仁义的过程

中，也会享受这一过程所带来的精神幸福与满足。这一过程最终会达到一种超乎富贵的人生境界，宋明

理学家概括为“孔颜乐处”，冯达文将其内涵归为两点：一是致力于国家的治理和民众的幸福，二是自

我修养，追求圣人的精神境界，也就是儒家核心的“外王内圣”精神。孔颜乐处并非是因为贫困本身而

快乐，也不是因“礼乐之道”而乐，而是人与道合二为一之后自然激发的精神快乐。 
这种价值观念虽比较理想化，但经过先秦儒家的努力提倡与宣扬，使得无数能人志士在追求理想的过

程中塑造出了安仁乐义，积极乐观的优秀品格，为之后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的人格塑造提供了宝贵的借鉴。 

3. 孔子德育思想实施的基本方法 

1) 言传身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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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物，他的施教方式能带给我们很多宝贵的经验，通过《论语》的记载我

们可知，孔子主要以对话的方式对自己弟子进行教学，是一种具有鲜明启发性的言教体系。对话的形式

有一问一答的形式，也有较多人的讨论形式，但不管形式如何，都是师生相互真诚交流得到思想启迪的

升华过程。值得注意的是，对话教学过程中施教者并不是单方面的输出观点，而是循循善诱，引导受教

者思考并得出结论，这是对受教者主体思考能力的锻炼，为我们现代德育思想的实施提供典范[4]。除了

言教传统之外，先秦儒家还非常注重“身教”，想要让学生受到启发与感化，必须以身作则，道德行为

的确切实施更加能够引起人们情感上的共鸣，言教给予人们思想能力上的提升，而身教则让人们切身体

会到道德行为的重要性。 
从社会政治层面来说，君主注重自身人格修养，上行下效，也能对人民百姓起到道德教化作用。“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1], p. 130)，这其中蕴含的德育规律值得思考，上文中提到“礼

乐”外显为“仁爱”，“礼”的强制性转变成人们自然流露的真情实感，同理，统治者自身成为道德榜

样，塑造出的高洁形象无声的引导人们模仿，这一过程仍是自然且积极的情感流露，消解掉了礼法中的

强制性，这是儒家德育精神的巧妙之处。 
2) 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是孔子德育思想实施的两大原则。“有教无类”指无差别的对任何人

实施教育，这开创了公平教育的先河，但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有教无类”是教育的结果，并非前提。孔

子认为人有“小人”和“君子”之分，有愚有智，但是不管是愚还是智都可以经过教育的引导消除差距。

“因材施教”指的是有针对性的教育方法，根据不同学生的天赋和认知进行不同的教育训练，这在他的

具体教学活动之中多有体现：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 
司马牛问仁。子曰：“仁者，其言也言讱。”([1], p. 120)。 
孔子根据学生各人不同特点回答问题，达到了有针对性的准确教育。 
3) 道德环境铸造 
除上文所述的言传身教之外，孔子还非常重视道德环境的熏陶作用。人所处的家庭、社会环境对道

德人格的形成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选择良好的环境以及对周遭环境的改造在教育环节中也十分重要。

孔子提出过“里仁”的概念，所谓“里仁”，指的是居住的地方要是具有仁德的地方，“里仁”之后，

则是“择处”，选择具有良好道德风气的居住场所，跟道德品格完善的人进行交往，由内而外的培养自

身道德观念。当然，有些客观的外部环境是没有办法改变和避免的，这时就需要人来主观的改造外部环

境，尽最大努力发挥能动性，并做到坚持内心道德信仰，不要遗失“本心”。 
这体现出了儒家德育思想的实践属性，儒家思想重知更重行，尤其是道德实践，道德实践的过程遵

循“亲亲，仁民，爱物”的次第扩充于极致，其最终目的在于教导文人才子担负起国家兴亡的责任，挺

立起道德主体，将天下关于一心之中，激发了无数能人志士“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

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使命感。 
4) 受教者的反省之道 
孔子强调学思并重，不仅要收获知识，在收获知识之后还要进行思考，做到学思并重、学思结合才

是真正的获取知识。 
“思”这一概念的提出挚始于孔子，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 p. 50)，只读书不

去思考，就会一无所获，只空想不去读书，就会精神怠惰而无所得。孔子认为获取知识并不是一味地读

书，而是要将各类知识融会贯通并转化为真正属于自己的智慧。为了将学习的知识转化为个人的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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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提出了“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

思义”([1], p. 158)。经过九思的过程，方能真正获取知识。孟子在孔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思”延伸

成“反省”的涵义，他提出“求放心”的概念。在孟子看来，人与禽兽的区别在于人有四心：恻隐之心、

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2], p. 55)。这四心也就是人的“良心”，是从仁义礼智发端出来的，“求

放心”要求受教者反求诸己，反省内求，通过反思扩充本心，才能够最终达到理想的道德人格。“思”

的目的，即是达到“圣人”的境界，“圣人”是儒家思想中的最高理想人格，是具有全德之人，但儒家

学派的学者也意识到现实之中的人很难达成此至高理想，因此“圣人”也具备一种超越性的境界。儒家

学派的内在张力既有现实主义的支撑，也存在着理想主义的加成，超越而理想，入世而现实即是儒家学

派的两大显著特点。 

4. 孔子德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孔子生活的时代，由客观时势而论是不幸的，但他并未因此沮丧，而是怀揣着强烈的使命感，以“知

其不可而为之”的精神开展反省及拯救工作，不仅创立了对中国思想文化产生深刻影响的“仁”学体系，

并且留下对当代道德教育意义重大的德育思想，用理想化的世界关照、批判现实，形成中华民族伟大精

神的根基。 
孔子德育思想的实践路径开创了我国道德教育的先河，具有独创性的理论知识以及完备的逻辑体系，

孔子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深刻反思，开启了对人主体性的探求之路，“仁”学思想则为道德教育的展开提

供了行动指南，对话式的教学方式克服了强制性观念输出的弱点，通过引导受教者进行思考，激发受教

者的主动思考能力，这一方式赋予受教者的是学习能力而并非枯燥死板的观点。此外，以身作则以及道

德环境的选择是从客观方面对受教者进行人格塑造，属于不言之教，外部环境的潜移默化加上内在道德

的自我修养，二者相互配合方能达到儒家德育思想实践效果的最优化。 
孔子德育思想对当代社会具有不容小觑的宝贵价值。首先，“仁”学体系的建立，体现出孔子以人

为本的价值理想。孔子德育思想的展开以人性论为基础，我们当代社会的思想政治教育也应遵循这一理

念，夯实以人性论为基础的教育原则，挺立起人的主体性。其次，在我国进入现代化建设的今天，对人

民精神世界的建设也是重要的现实问题之一。培养人民正确的政治态度，高尚的品德思想不仅是当代社

会的现实要求，也是儒家“外王内圣”精神的延续。最后，在当今社会，对道德教育的忽视导致种种不

良风气产生，孔子对“仁德”的强调提醒我们当代校园应该将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仁”的实践不仅要

求精神主体积极发挥主观能动性，反求诸己，更要社会，学校和家庭的配合，在道德教育的实践路径方

面注重“因材施教”，关注精神主体的身心差距。可以说，孔子德育思想实现了道德教育与政治教育的

高度统一，是当今社会进步的力量源泉。 

5. 结语 

孔子德育思想固然有其独到与宝贵之处，但也曾在漫长的历史长河当中成为刻板僵化的教条，新文

化运动时期喊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彻底地将儒家文化乃至德育思想否定。进入新时代。我们应

该立足于马克思主义旗帜之下，持正确态度对儒家思想进行再评价，五千年的中华文明留下无数深邃和

精湛的宝贵经验，有太多东西需要我们重新认识和解读。张轩在《先秦原典的思想内涵与精神意蕴》中

曾说：“一个人最大的可悲之处不在于自己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而在于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更在

不知道什么、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却敢人云亦云”([3], p. 1)。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与“魂”，中华文明“轴心时代”的宝贵财富值得我们深思

体会，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应对其进行传承延续。在不断发展的当代社会，我们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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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立足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方针之下，不断推进先秦儒家德育思想与现代道德教育

的融合，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弘扬贡献最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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