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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探寻教育本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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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在长期工具理性培养目标下所产生的德性修养缺失和孤立原子式的个人ꎬ使人缺

乏必要的社会性和利他心ꎮ 特别是在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当代ꎬ人们更加追求效率与成绩ꎬ似

乎培养掌握先进技术的科技人才ꎬ求得谋生的技巧成为对教育的终极诉求ꎮ 针对这种对教育的

误偏ꎬ本文认为我们需要从社会发展中汲取经验与教训ꎬ更需要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重拾德

性修养ꎬ回归探究教育的本质ꎮ 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教育ꎬ不能只追求速度ꎬ教育要实现人的全

面发展ꎬ遵循教育自身的规律ꎮ
[关键词]教育ꎻ德性修养ꎻ儒家文化ꎻ利他心

[作者简介]张兰(１９７４—)ꎬ女ꎬ河南开封人ꎬ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ꎬ经济学博士ꎬ研究方

向:高校教育管理、金融理论与政策ꎮ
[基金项目]本文系 ２０２３ 年福建省教育厅省级一流课程(线下课程«审计») (项目编号:闽

教高〔２０２３〕２２ 号)ꎮ
[ＤＯＩ]ｈｔｔｐｓ: / / ｄｏｉ.ｏｒｇ / １０.６２６６２ / ｋｘｗｘｚ０２０６０２１ [中图分类号]Ｇ４０
[本刊网址]ｗｗｗ.ｏａｃｊ.ｎｅｔ　 　 [投稿邮箱] ｊｋｗ１９６６＠ １６３.ｃｏｍ

　 　 引言

基于建国后我国工业化发展道路所倚重的技

术和效率目标ꎬ整个社会把人视为工具ꎬ培育了一

大批仅掌握技术工艺的片面的人ꎬ成为“原子化”的
孤立个体ꎬ丧失了“社会人”和“利他性” “公益心”
等的人的本质规定ꎬ造成了社会上越来越多的“精
致的利己主义者”ꎬ以及“碰瓷” “躺平”等欺诈与消

极的一些不良社会现象ꎮ 当代ꎬ我们正处于“百年

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两个大局之

中ꎬ如何扭转教育方向的“舵”使之扭转长期沉浸于

工具理性下教育的误偏ꎬ以适应新时代的大局? 我

们认为只有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探寻教育的本

质ꎬ重拾人的德性修养ꎬ方能实现我国教育的高质

量发展ꎮ
事实上ꎬ中国传统儒家文化早已将人心道德修

养作为教育的第一要义ꎬ并以“君子”人品道德为教

育指向ꎬ通过普及天下的礼制教育来稳定社会秩

序ꎮ 与之同时期的西方ꎬ柏拉图也注重德性修养ꎬ
他曾在«理想国»中指出ꎬ国家和教育机构达到了最

大的统一ꎮ 国家政府为了国家的安定与发展就必

须掌控教育的方向ꎮ 两千多年后的今天ꎬ我国国家

主席习近平出台了关于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ꎬ提
出“立德树人”为教育的首要任务ꎬ让我们看到了自

上而下的教育改革已经拉开帷幕ꎬ以纠正我国早已

存在的教育内卷化和重知识与能力轻德性修养的

现象ꎮ 本文将试图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探求教

育的本质ꎬ从而厘清教育应有的基本运行规律ꎬ为
当代教育改革提供参考性指导ꎮ

一、问题的提出

封建社会的中国教育是以培养人的德性修养

为第一要义ꎮ 如子曰:“弟子入则孝ꎬ出则悌ꎬ谨而

信ꎬ泛爱众ꎬ而亲仁ꎮ 行有余力ꎬ则以学文ꎮ”意思是

年轻人在家要孝顺父母ꎬ出来做事要尊敬前辈ꎬ行
为谨慎而有诚信ꎬ能够博爱众人、亲近仁人ꎮ 这些

都做到以后还有余力的话ꎬ就可以去学习文化知识

了ꎮ 可见ꎬ孔子的教育观是道德教育为首ꎬ文化知

识的学习为其次ꎮ 而且在儒家文化中ꎬ“天”被视为

最高道德的化身ꎬ教育的最终目标是顺应天道ꎬ天
下为公ꎮ 如«泰伯篇»子曰:“大哉! 尧之为君也!
巍巍乎! 唯天为大ꎬ唯尧则之! 荡荡乎! 民无能名

焉ꎮ 巍巍乎! 其有成功也! 焕乎! 其有文章!”对

于三代时期的禅让制ꎬ人们无以比拟地称赞尧如同

“天”一样的伟大ꎬ其制定的礼乐法制如同光彩夺目

的上天一样公正ꎮ 并且ꎬ“天”也是低调谦虚谨慎的

化身ꎮ 在«阳货篇»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ꎬ百
物生焉ꎬ天何言哉?”意旨上天说了什么呢? 春夏秋

冬四季照样运行ꎬ万物照样生长ꎮ 作为老师ꎬ“欲语

无言”ꎬ而是要身体力行ꎬ身教重于言传ꎮ 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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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高境界是达到“天人合一”的目标ꎬ这就是中国

传统儒家“天人”教育观ꎮ
区别于东方儒家“天人”教育观ꎬ西方的道德教

育是将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摆在首位ꎬ强调人对上

帝的责任ꎮ 可惜的是ꎬ到了中世纪ꎬ欧洲普遍丢掉

了塑造人心的柏拉图道德科学ꎬ走向了能够实现经

济增长的自然科学之路ꎬ也直接导致了欧洲走上了

黑暗的中世纪ꎮ 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理性指导下的

自然科学之路ꎬ尽管使国家获得了军事技术的突

破ꎬ却没有继承并发展柏拉图的道德知识体系ꎬ从
而带来了近代欧洲崛起过程中的战争悲剧与社会

恶果ꎮ 正是在这些科学理性知识的帮助下ꎬ十八世

纪至十九世纪爆发了工业革命ꎬ手工工场向机器大

工厂转变ꎬ农业社会也随之转变为工业社会ꎬ人类

的物质享受达到了一个从未有过的高度ꎬ然而ꎬ近
代欧洲的自然科学知识体系的全球化扩张ꎬ在给世

界人民带来了经济福利的同时ꎬ也带来了对人类自

身的毁灭性力量ꎬ成千上万的北美原住民与亚洲的

文明人倒在了没有灵魂控制的军事技术之下ꎮ 十

九世纪以来ꎬ随着欧洲人的贪欲日益增多ꎬ商业利

益矛盾也日益激化ꎬ科学技术带来的军事革命首先

在欧洲、进而在全球掀起了灭绝人类自身的狂潮ꎮ
原本新技术发明与存在的目的是为人类生活

生产需要与提升服务的ꎮ 但是ꎬ自然科学的“单兵

突进”并不能保证自动带来人类社会和谐美好的发

展状态ꎬ甚至因缺乏必要的社会伦理约束与正确道

德引导而摧毁人类文明的成果ꎮ 因此ꎬ拥有“硬实

力”的科学理性知识是人类社会发展、人类文明演

化的技术前提ꎬ而且驾驭科学理性知识的德性灵魂

更是人类文明延续发展的必要前提ꎮ
在现代中国社会ꎬ市场经济的竞争进一步放大

了本来就存在的各种社会矛盾与利益冲突ꎬ周遭的

人际关系与社会结构都发生了重大变化ꎮ 对于在

网络技术浸润下长大的新时代青年ꎬ更钟情于网络

中的虚拟世界和虚拟人际关系的交往ꎬ缺乏与真实

世界的联系ꎬ对真实的自然界与真实的人感到陌生

与冷漠ꎬ逐渐成为“孤立的原子式的人”ꎮ 面对上述

教育中存在的误偏ꎬ我们需要从过去的文化经验中

探求教育的本质到底是什么ꎮ
二、教育的本体论

教育是“教”和“育”的结合ꎬ是“教给” “授予”
和“孕育”“自由发展”的融合ꎬ总起来是“教世间万

物、育思想灵魂”的过程ꎮ 其中ꎬ“教”是指前辈将生

活经验传授给下一代ꎬ是“给予”的过程ꎻ“育”是指

孕育新思想和萌发新自我的过程ꎬ是允许下一代探

寻“自由发展”的过程ꎮ 故而教育本身就蕴含着历

史继承性ꎬ有“陈旧”的部分ꎻ同时ꎬ也孕育着下一代

新的生命人格ꎬ有“革新”的成分ꎮ 由于人天生具有

社会性ꎬ人需要在群体中生活才能成长为真正意义

上的人ꎮ 因此ꎬ“教育”本身就具有科学发展观思

想ꎬ意味着社会适应性和继承发展性ꎮ 教育首要的

是培养人的社会生活能力ꎬ使人具有社会适应性ꎬ
能够融入社会大家庭ꎮ 因而ꎬ教育不同于服务ꎬ“服
务”是以客户满意为中心ꎬ按照客户的标准而提供

让客户满意的服务ꎮ 而教育的对象则是能动的个

性的主体ꎬ教育的实施是自上而下具有明确方向

性ꎮ 这一方向使教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的主要推

广与普及渠道ꎬ也是社会价值理念、文化传承、优秀

思想的代际传递主要渠道ꎮ 所以ꎬ必须由国家政府

来掌控教育的“舵”ꎮ 因此ꎬ教育不能任由受教育者

来裁定教育给予的效果的良莠ꎮ
教育的拉丁文是“ ｅｄｕｃａｔｅ”ꎬ涵义是“生成”、是

“从内到外的引出”ꎬ是指教育具有一种神奇的力

量ꎬ可以将教育对象隐藏于内心之中的精神力量诱

导出来ꎬ也可能会酝酿成巨大的精神力量ꎬ从而改

变整个人的思想境界、然后改变个人的行为模式ꎬ
成为“全新”的人ꎮ 教育只能被“唤醒”ꎬ不能被强行

灌输ꎮ 过去ꎬ在工具理性下的教育模式ꎬ教育对象

自然沦落为机器工业的批量工业品ꎬ不能生长为具

有自我意识的创造性的灵性人才ꎮ 因此ꎬ教育的最

终目的不是传授过去的知识ꎬ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

量诱导出来ꎬ将生命力量和自身价值“唤醒”ꎬ将作

为人的本质的创造精神引发出来ꎬ使人得以成为自

觉、自由活动的人ꎮ
因此ꎬ教育不能仅是传授知识和技能ꎬ更需将

有关“德性”的价值观融入其中ꎬ才能“从内到外”地
将教育对象的内在精神沿着“正确的方向”诱导出

来ꎬ这才是育人的关键ꎮ 当前ꎬ习近平主席关于教

育的一系列论述均以“立德树人”为教育的首要任

务ꎮ 这与我国传统教育思想中“德者ꎬ才之帅也”相
一致ꎬ人的精神品质是才能的统帅ꎮ 有德的人才能

被重用ꎮ 教育是为了人的生命质量的提高而进行

的社会活动ꎮ 我们认为ꎬ关注人的德性修养的教育

才是高质量的教育ꎮ
三、教育本体论的目的及意义

马克思指出教育的目的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ꎬ
培养整全的人ꎮ

(一)教育本体论的目的

在当代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下ꎬ知识的传承变

得更为简便而廉价ꎬ而人的精神的培育和人格的完

善却更为困难而昂贵ꎮ 首先ꎬ教育指向人的精神世

界的健全与丰富ꎮ 教育的对象是能动的、个性的主

体ꎬ因而ꎬ“以人为中心”的教育才是正确的方向ꎮ
将人看成“目的”而非“工具”ꎮ 作为教育“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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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帮助人的生成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ꎮ 而作为教

育“工具”的人是将人看成实现他人(上层阶级或统

治者)价值的器具ꎬ作为“工具”人本身就失去的自

身价值与理想ꎬ只是统治者实现自身价值的一个手

段或工具ꎮ 将人指向“业绩”“结果”“效益”“分数”
等观念都不是真正的教育ꎬ这些都不利于整全人的

成长ꎮ 人不但是物质的实体ꎬ精神性需求和自我意

识的发展更是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ꎮ 真正的教育

应该关注人的精神发展ꎮ 所谓“朝闻道ꎬ夕死可矣”
正是中国儒家对精神世界极致追求的描述ꎮ 然而ꎬ
没有一个人能认识到自己内隐中的“仁性”或“德
性”ꎬ因此需要教育来唤醒人所未能意识到的一切ꎮ
儒家早已为我们树立了“君子”榜样ꎬ所谓“君子怀

德ꎬ小人怀土ꎻ君子怀刑ꎻ小人怀惠ꎮ”意旨“君子”关
心的是道德ꎬ“小人关心的是土地ꎻ“君子”关心的是

法度ꎬ小人关心的是实惠ꎮ 孔子更是为“君子”订立

了明确的四个品格“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ꎬ
其事上也敬ꎬ其养民也惠ꎬ其使民也义ꎮ”这里“恭”
“敬”“惠” “义”都指向个人修养ꎬ要对君上恭敬谨

慎、对事业敬畏、对人民施恩、使用百姓要合乎道义ꎮ
并且ꎬ孔子对弟子的教导“学以为己”和“为己

之学”都直接指向了人的生成问题ꎮ 在实施教育的

过程中ꎬ提倡学术下移ꎬ有教无类ꎬ只要“自行束脩

以上”就可享受到孔子的教诲ꎮ 还要根据人的性格

和专长来完善人性ꎬ即“因材施教”ꎬ走向道德的完

满ꎮ 教育本身是培养人的工具ꎬ是“手段”ꎮ 它的最

高价值在于引领灵魂转向ꎮ 反观两千年后的当代ꎬ
在易被技术异化为物的智能时代ꎬ教育比任何时候

都更有必要成为人的教育ꎮ 因而ꎬ使教育回归教育

的本质ꎬ受教育者不但学会了谋生的技能和生存的

必要知识ꎬ更需要精神的独立和发展ꎬ成为更有价

值更有意义的人ꎮ
其次ꎬ教育是社会秩序的养成ꎬ以实现和谐社

会为目标ꎮ «易经»中“观乎天文ꎬ以察时变ꎻ关乎人

文ꎬ以化成天下ꎮ”古人正是通过对天文的观察ꎬ来
制定人之文(同“纹”ꎬ纹理之义)ꎬ即社会的伦理道

德秩序ꎬ只有社会树立了公序良俗ꎬ社会秩序才能

向天之“纹”一样有序ꎮ 教育指向人类社会之纹ꎬ是
社会秩序的孕育者和传承者ꎮ 如中国传统文化中

“家国天下”将小家与国家紧密联系起来ꎬ是中国特

有的文化观念ꎮ 在现实生活中ꎬ人们感受到的是

“小家”的温暖ꎬ在日常的生产劳动和生活中ꎬ“小
家”以追逐个人私利和经济利益为立足点ꎮ 然而ꎬ
“天下为公”思想代表了中国传统的“大道”思想ꎬ也
是社会公序的象征ꎮ 在«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
中有“大道者ꎬ所以变化而凝成万物者也ꎮ”这是社

会发展的终极目标ꎬ是人世间的最高理想ꎮ 同样ꎬ

在«礼记礼运»有“大道之行也ꎬ天下为公ꎮ”通过

“家国天下”思想将“小家”(小我)与“国家”(大我)
相结合ꎬ化解了人本身的私德与公德之间的矛盾ꎬ
为实现凝聚公共善的和谐社会提供了伦理基础ꎮ

如何才能实现理想的社会呢? «礼记»中明确

为统治者指出“选贤与能ꎬ讲信修睦ꎬ故人不独亲其

亲ꎬ不独子其子ꎬ使老有所终ꎬ壮有所用ꎬ幼有所长ꎬ
矜、寡、孤、独废疾者ꎬ皆有所养ꎮ 男有分ꎬ女有归ꎮ
货恶其弃于地也ꎬ不必藏于己ꎻ力恶其不出于身也ꎬ
不必为己ꎮ 是故谋闭而不兴ꎬ盗窃乱贼而不作ꎬ故
外户而不闭ꎬ是谓大同ꎮ”这一有序的社会模式正是

我国古人所崇尚的和谐社会ꎬ要实现这一目标就要

统治者先修养好自身的道德ꎬ然后再来 “教化”
百姓ꎮ

自古以来ꎬ中国传统文化就已经认识到教育可

以将人的心灵导向美好ꎬ从自私、偏激、狭隘当中解

放出来ꎬ走向“各美其美” “和合与共” “美美不同”
的精神境界ꎬ形成和谐的社会秩序ꎬ国家才能安定ꎮ
中国儒家倡导以礼乐为教化方式ꎮ 比如ꎬ“德不孤ꎬ
必有邻”ꎬ即有道德的人不会孤单ꎬ一定会有志同道

合的人做伴ꎮ 再如ꎬ孔子对做“君子”的意义就是

“修己以敬” 到 “修己以安人” 再到 “修己以安百

姓”ꎬ意思是只有将个人的品格修养好后ꎬ可以起到

受人尊重的效果ꎬ然后可以安抚身边的人ꎬ最后可

以起到治国安邦的作用ꎬ以影响更多的人ꎮ 可见ꎬ
“君子”的品格具有外部性和公共性ꎬ良好秩序的国

家需要更多的君子出现ꎮ
(二)教育本体论的意义

首先ꎬ教育成就一个整全的人ꎮ 在儒家文化

中ꎬ孔子就指出自己的教育内容“予以四教:文、行、
忠、信ꎮ”即教育内容有历史文献、生活实践、待人忠

诚、讲究信用四个方面ꎬ前两种是指知识、行为ꎬ后
两种是指道德要“忠诚”和“诚信”ꎮ 前两种是人的

历史文化知识的积累和生活实践的感受ꎻ只有经历

前两种ꎬ才能有后面的精神塑造和价值观养成ꎮ
当前ꎬ我国“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ꎬ坚持把

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ꎬ将“德”与“教育”紧
密联系起来ꎮ 因此ꎬ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目

标是满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向往ꎬ教育责无旁

贷ꎮ 教育的内容包含智慧、自律、勇气、才艺、礼制

等内容ꎬ正如孔子对弟子讲述“成人”的标准ꎬ“若藏

武仲之知ꎬ公绰之不欲ꎬ卞庄子之勇ꎬ冉求之艺ꎬ文
之以礼乐ꎬ亦可以为成人矣ꎮ”孔子生活在礼制崩溃

的年代ꎬ降低了对当代“成人”的要求ꎬ只要能“见利

思义ꎬ见危授命ꎬ久要不忘平生之言ꎬ亦可以为成人

矣ꎮ”意思是如今的人只要见到利益能够想到是否

合乎道义ꎬ遇到危难愿意献出性命ꎬ长时间处于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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顿之境ꎬ却依然不忘自己所立的志向ꎬ也算是完美

的人了ꎮ 当代ꎬ“成人”的标准ꎬ要求每一个人不仅

要考虑自己的合理需要的满足ꎬ还要考虑他人、群
体、社会乃至整个人类的需要和利益的满足与实

现ꎬ即“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结合ꎮ 即教育的

目的是培养能够成就个人幸福和推动人类共享幸

福的整全的人ꎮ
其次ꎬ教育决定国家的未来、文明的发展ꎮ 我

国古代华夏文明的建立就基于“教育”的结果ꎮ 以

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就提倡“礼制教化”ꎬ没有“礼制

教育”就没有和谐的社会秩序ꎮ «大学»就明确指

出:“大学之道ꎬ在明德ꎬ在亲民ꎬ在止于至善ꎮ”儒家

的大学ꎬ重在弘扬光明正大的品德ꎬ要求从政者亲

近爱抚民众并达到至善至美的境界ꎬ从而将德性修

养视为唯一的教育目的ꎬ并且修身及明德与亲民是

一个不断求索的过程ꎬ没有止境ꎮ
第三ꎬ教育具有创造性ꎮ 教育的对象是能动的

个性的主体ꎬ每个人接受教育信息量不同ꎬ领悟能

力也不同ꎬ所生发出的精神力量也大为不同ꎮ 人性

的善与美、人际关系的和谐、丰盈的精神情操都是

高于日常生活经验的ꎬ不是简单的说教、重复的练

习就能达到的ꎮ 靠的是心灵之间的唤醒、交流与互

动ꎬ是一个心灵去“摇动”另一个心灵ꎮ 优秀的教育

就是重新创造一个人的过程ꎬ将受教育者潜藏起来

的人性的善与美、个性特质充分调动起来的过程ꎬ
是“授人以渔”而非“授人以鱼”的过程ꎮ 唯创造性

是人与动物的区别ꎬ使人类社会能够集体性地走向

更高层次的社会模式ꎬ这就是人思维创造的结

果———人能创造自己的未来ꎮ
四、教育应遵循的规律

在市场经济时代ꎬ教育追随效率逻辑ꎬ忘记了

教育的本体ꎬ更忽视了“德性”孕育需要一个过程ꎮ
(一)遵循人的生命的规律

教育是“成人之道”ꎬ需要受教育者本人的领悟

与体验ꎬ需要“时间”和“实践”ꎮ 人终其一生ꎬ都要

受教育ꎮ 教育的节奏只需与个体生命的节奏和谐ꎬ
无须对标外在客观时间ꎮ 个体的成长环境、遇到的

问题、天生的禀赋、道德修养等都不一样ꎬ无法用统

一的时间尺度来衡量不同人的“开窍”与“顿悟”时
间ꎮ 反对教育速度崇拜ꎬ尊重每一个个体的成长ꎬ
成为当代教育价值评价转向的重要指标ꎮ 习近平

主席提到“要让每一个人都有人生出彩的机会”ꎬ更
是反对追求教育速度、实现教育公平、给予等待成

人的一个坚定信念ꎮ 教育是生成再造的过程ꎬ来源

于人过去生活经验的积聚和自身不断改造ꎮ 我们

生活在过去所形成的行为习惯和思想模式之中ꎬ常
学常新是我们此在生成的路径ꎮ 然而ꎬ人的生成却

是隐形的无意识的ꎬ我们依靠自己却时常不能理解

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天命”ꎮ 因而ꎬ需要别人

的启迪和促进ꎬ接受教育是必须的ꎮ
(二)遵循社会的公序良俗

人之生命伊始ꎬ都不是“原子式”的存在ꎬ而是

处于各种关系中的人ꎬ是社会人ꎮ 教育应当面向社

会生活ꎬ帮助受教育者成为社会中的人ꎮ 教育要以

社会的公序良俗“化”人ꎬ将自然蒙昧的人“化”为融

入各种社会关系的人ꎮ “教化”的顺序由基本的家

庭伦理道德慢慢扩及周边的人际交往ꎬ再到国家和

社会责任ꎻ或从身边的榜样来模仿ꎬ从亲身的社会

实践来学习ꎬ再从文献典籍中的人物和事迹为榜

样ꎬ将“仁爱” “慈悲” “友善”等从心灵中唤醒并培

育ꎬ化为行动的力量ꎬ形成崇高伟大的人格品德ꎮ
即便当下教育的场地是固定的校园或虚拟的

网络空间ꎬ也同样要传授社会生活的知识ꎮ 教育的

内容要保持对社会生活、世界领域的开放性ꎬ让受

教育者感受到真实的自然环境状态、社会人际关

系、经济组织运转模式、多样性的民风民俗等ꎬ使学

生看到世界的多样性、理解社会的有序运行规律ꎬ
学生的思想境界自然得以提升ꎮ 所谓教育的创造

性正是会伴随着思想境界的提升而生长的ꎮ 教育

要使受教育者能够有效地参与公共生活ꎬ成为优秀

的公民ꎮ 人际意识的获得有赖于学生在实际生活

情境中的亲身观察与体验ꎮ 自私是人的天性ꎬ利己

行为是人自然属性的产物ꎮ 教育正是培养学生的

“利他心”和“公德心”“公共善”ꎬ在此基础上ꎬ启发

学生的人际意识ꎬ学会关心爱护他人ꎬ与他人和睦

相处ꎬ进而实现自身的精神成长并获得幸福感ꎮ 好

的教育一定是引导个人主动去遵守社会的公序良

俗ꎬ在此基础上选择精神自由的道路ꎬ以实现自身

最大化的社会价值ꎮ
五、依照人的应然性重拾德性教育

作为扭转工具理性教育误偏的一种方向调适ꎬ
我们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中获得德性修养教育的

重要性ꎬ就需要按照“君子”的德性修养来培养人ꎮ
在现代社会ꎬ使用“人的应然性”这一概念更加显示

人品德性修养的无限发展性ꎮ
(一)何为人的应然性

全面(整全)的人是指智力、能力和德性都得以

充分发展的人ꎮ 人的应然性是指人应该成为的人

格模式ꎬ遇到问题时应该呈现的态度和行为ꎮ 显

然ꎬ“人的应然性”更能从哲学意义上突出人精神发

展的无上限空间ꎬ强调了时间的延续ꎮ 在任意时点

上ꎬ每个人都是实然的存在ꎮ 那么人的应然性存在

就是我们立足于现在ꎬ要探索的未来发展模式ꎮ 正

如康德所说:“人只有靠教育才能成人ꎬ人完全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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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的结果ꎮ”它要使受教育者能够在已有的各种现

实规定性奋起ꎬ去追求新的自我ꎬ使得一切文化、知
识、道德规范、技术等等的继承ꎬ在他们身上得以发

生生成性的变化ꎬ转化为新的创造产物ꎬ进而开辟

出新的现实世界ꎮ 天然的才能可以训练得效率更

高而不会养成新的态度与性情ꎬ后者正需要教育ꎮ
教育要调动人的潜能ꎬ特别是公德心(公共善)的

培养ꎮ
(二)重拾德性教育

从教育本体论的角度出发理解当代教育改革

的重心ꎬ重拾被中国古代先贤所重视的德性教育ꎬ
将成为弥合教育古今之争、东西共识的枢纽ꎮ 在

２０１８ 年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ꎬ习近平主席指出:
“人才培养一定是育人和育才相统一的过程ꎬ而育

人是本ꎮ 人无德不立ꎬ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ꎮ 这是

人才培养的辩证法ꎮ”
德性修养不是巧言辞令ꎬ而是行动ꎮ 孔子指出

“贤贤易色ꎬ事父母能竭其力ꎬ事君能致其身ꎬ与朋

友交言而有信ꎮ 虽曰未学ꎬ吾必谓之学矣ꎮ”孔子教

育弟子看重贤德ꎬ轻视表面的姿态ꎬ侍奉父母要竭

尽全力ꎬ服务君主要奉献自身ꎬ与朋友交要诚信ꎮ
这样的人虽说没有受过教育ꎬ我也一定说他学习过

了ꎮ 可见ꎬ古代儒家看重教育的效果ꎬ行重于言ꎮ
如何做才算是重视学习呢? 孔子讲“君子食无求

饱ꎬ居无求安ꎬ敏于事而慎于言ꎬ就有道而正焉ꎬ可
谓好学也已ꎮ”是讲君子吃饭不贪求吃饱、住宿不贪

求安逸ꎬ做事要勤勉、说话要谨慎ꎬ追求正道而端正

自己的行为ꎬ这样就是好学的行为ꎮ 古代的儒家教

育在物质贫瘠时已经注重要节制自己的物质欲望ꎬ

追求精神的富足了ꎮ 当然ꎬ我们更要在物质丰盈的

时代ꎬ汲取古人的教诲ꎬ节制物欲ꎬ将精力放置于精

神追求和德性修养上ꎮ 做到“贫而乐” “富而好礼”
“君子不器”ꎬ那么人的精神世界是宁静富足的ꎮ 其

中ꎬ“君子不器”是指君子不是器物ꎬ指代君子的价

值并非器物所能比拟ꎬ是懂得权变ꎬ能屈能伸ꎬ具有

创造性的圣贤ꎮ
结语

针对当前的教育误偏ꎬ我们需要从中国传统儒

家教育思想中重拾德性修养的教育观ꎬ反思教育的

本质ꎬ以便当代青年在掌握高技能科学知识的同

时ꎬ培养自身崇高的德性修养ꎬ学会关心与爱护他

人ꎬ能够理解公共善与公德心对文明社会运行的重

要性ꎻ为解决时代难题ꎬ探寻道德方向的出路ꎻ也为

我国“立德树人”这一新的教育方向提供历史文化

支撑ꎮ

参考文献:
[１]陈晓珊ꎬ戚万学. “技术”何以重塑教育[ Ｊ] .教育学ꎬ

２０２２(２):７７－９０.
[２]礼记[Ｍ].胡平生ꎬ张萌ꎬ译注.北京:中华书局ꎬ２０１７.
[３]李西顺.教师专业道德建构———以王阳明“致良知”

学说为分析工具[Ｊ] .教育研究ꎬ２０２２(１):７２－８０.
[４]金生鈜.高质量的教育如何成为好教育[ Ｊ] .教育研

究ꎬ２０２２(４):２８－３８.
[５]项继发.追寻古典精神:教育理想的现时阻障与德性

复归[Ｊ] .教育学ꎬ２０２２(４):３７－４７.
[６]岳欣云.董宏建.素养本位的教育:为何及何为[ Ｊ] .教

育研究ꎬ２０２２(３):３５－４６.
[７]张燕婴.论语精讲[Ｍ].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ꎬ２０１６.

Ｔｏ Ｅｘｐｌｏｒｅ ｔｈｅ Ｏｎｔ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ＺＨＡＮＧ Ｌａ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Ｔａｎ Ｋａｈ Ｋｅ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ꎬ Ｚｈａｎｇｚｈｏｕ Ｆｕｊｉａｎ ３６３１０５ꎬ 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ｔｏｍｉｃ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ｓ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ｇｏａｌ ｏｆ 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ｍａｋｅ ｐｅｏｐｌｅ ｌａｃｋ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ｈｅａｒｔ. 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ｉｎ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ꎬ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ｒｅ ｍｏｒｅ ｃｏｎｃｅｒｎｅｄ ａｂｏｕｔ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ｃｙ ａｎｄ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ｉｔ ｓｅｅｍｓ ｔｈａｔ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ａｎ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ｔａｌｅｎｔｓ ｗｉｔ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ｓｅｅｋｉｎｇ ｓｋｉｌｌｓ ｔｏ ｍａｋｅ ａ ｌｉｖｉｎｇ ｈａｖｅ ｂｅｃｏｍｅ ｔｈｅ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ｉｅｗ ｏｆ ｔｈｉｓ ｄｅｖ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ꎬ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ｂｅｌｉｅｖｅｓ ｔｈａｔ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ｌｅａｒ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ｓｓｏｎｓ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ａｎｄ ｍｏｒ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ｌｙꎬ ｗｅ ｎｅｅｄ ｔｏ ｒｅｇａｉｎ ｔｈｅ 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ｅｔｕｒｎ ｔｏ ｔｈｅ ｅｓｓｅｎｃｅ ｏｆ ｉｎｑｕｉｒｙ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ａｃｈｉｅｖｅ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ꎬ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ｈｏｕｌｄ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ｐｕｒｓｕｅ ｓｐｅｅｄꎬ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ａｌｌ－ｒｏｕ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ｐｅｏｐｌｅ ａｎｄ ｆｏｌｌｏｗ ｔｈｅ ｌａｗ 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ｉｔｓｅｌｆ.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ꎻ ｍｏｒａｌ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ꎻ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ｃｕｌｔｕｒｅꎻ ａｌｔｒｕｉｓｔｉｃ ｈｅａｒｔ

８０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