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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儒家有较为完善的教育理论，从生活角度出发，将抽象的道德规范生活化、具体化，采用生

活经验世界的素材，重视理想人格的榜样作用，关注社会环境的道德养成，强 调 在 社 会 实 践 中 学 习 和 修

身，这些对人的言行起规范作用和道德教化作用。用今天的思想和理念解读儒家教育生活化的思想，对现

今学校教育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和弊端的解决，仍有重大实践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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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家教育生活化思想

（一）创设生活化的德育情境

儒家重视通过创设生活化的德育情境，将抽象

的道德规范生活化、具体化。社会普遍的价值原则

具有抽象性，要被现实生活中的个体接受，转化为

个体的道德信念和生活信条，需要将一般的道德原

则和道德规范具体化、生活化，回归日常生活。儒

家通过创设生活化的情景，叙述故事，塑造具体的

德行历史 人 物 形 象，将 孝、悌、忠、信、礼、义、

廉、耻等抽象的道德规范具体化。如，颜之推推崇

封建社会最重要的道德准则、道德要求———忠，赞

赏伯夷、叔齐不仕两个王朝的高风亮节，钦佩北齐

太监田 鹏 鸾 为 保 护 后 主 被 打 断 四 肢 而 死 的 忠 诚：

“不屈二姓，夷、齐 之 节 也；何 事 非 君，伊、箕 之

义也……然而君子之交决绝无恶声，一旦屈膝而事

人，岂以存 亡 而 改 虑？”［１］他 用 例 证 分 析 不 信 守 诺

言、表里不一的人： “伯石让卿，王莽辞政，当于

尔时，自以巧密；后人书之，留传万代，可为骨寒

毛竖也。”［２］将抽象的道德规范具体化，有助于受教

者将道德规范比照生活原型，从而在道德践履中克

己复礼以修养德性。

（二）素材直接来源于生活经验世界

儒家 重 视 生 活 式、融 入 式 的 教 育 方 式。对 晦

涩、深奥的理论，让其根植于具体的 生 活 情 境 中，

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通过直接的图形

视觉启发和感悟教育对象。如，《礼记·学记》中

的 “撞钟”就是一个例子： “善待问者如撞钟，叩

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 鸣，待 其 从 容，

然 后 尽 其 声；不 善 答 问 者 反 此。此 皆 进 学 之 道

也。”［３］教学由易而难，由浅入深，如不遵守这一原

则，将导致 “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的结局。为

了形象地说明学习的重要性，儒家采用生活中大家

熟悉的器物进行类比。《中论·治学》曰：“学犹饰

也，器不饰则无以为美观，人不学则 无 以 有 懿 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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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懿德故可以经人伦，为美观故可以供神明。”［４］徐

干将学习和器物的装饰相比，经过装饰的器物，才

谈得上美观，人经过学习，才会形成良好品德，学

习是培养良好道德的基础。《颜氏家训·勉学》通

过生活经验阐述事理：“夫学者犹种树也，春玩其

华，秋登其实；讲论文章，春华也，修身利行，秋

实也。”［５］用直观的物器什件和 生 活 经 验 阐 述 事 理，

使原本平淡无奇的说教变得十分生动而鲜活。

（三）理想人格的榜样示范作用

儒家重视理想人格在道德教育中潜移默化的影

响，提倡上位者、教育者的示范作用。孔子认为身

教比言教能发 挥 更 大 作 用，特 别 是 上 位 者 言 行 端

当，做出表率作用，不用发号施令，大家也会听从

他；相反，上位者言行出格，就是发号施令，也无

人听从。子 曰： “其 身 正，不 令 而 行；其 身 不 正，

虽令不从。”［６］他强调上位者端正自身： “苟正其身

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７］孟

子也强调教育者以身作则，家长教育子女，要以自

身为榜样，用其言行风范影响子女，家庭道德教育

才能落到实处。“身不行道，不行于妻子。使人不

以道，不能行于妻子。”［８］颜之推继承和发扬了孔子

“听其言而观其行”的 思 想，发 挥 教 育 者 的 教 化 作

用，让教育主体的思想、行为和道德品格这本活教

材不断熏陶和真诚感染孩子。“夫风化者，自上而

行于下者也，自先而施于后者也。是以父不慈则子

不孝，兄不友则弟不恭，夫不义则妇不顺矣。”［９］榜

样人格认同 是 塑 造 人 格 和 规 范 思 想 行 为 的 有 效 路

径，上位者、教育者的榜样典型示范，影响受教育

者的理想信念外化为日常行动习惯。

（四）生活环境的道德养成

生活环境对一个人的道德养成至关重要，青少

年容易受环境影响，好的环境能使 其 变 好，相 反，

差的环境则使其变坏。孟母三迁就是为了让孟子受

到好环境的影响。荀子亦注意到环境在教化过程中

有潜移默化的影响。 “故人知谨注错，慎习俗，大

积靡，则为君子矣；纵性情而不足问学，则为小人

矣。”［１０］他发现生 活 在 某 种 环 境 中 的 个 体 容 易 习 染

环境的特性，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蓬生麻中，

不扶而直。兰 槐 之 根 是 为 芷，其 渐 之 滫，君 子 不

近，庶人不服，其 质 非 不 美 也，所 渐 者 然 也。”［１１］

颜之推学习古人教子的言行，强调客观环境对子女

教育的重要 影 响。他 说： “人 在 少 年，神 情 未 定，

所与款狎，熏渍陶染，言笑举动，无心于学，潜移

暗化，自然 似 之。”［１２］这 是 因 为 人 在 年 少 时，性 情

未定，可塑性强，周围人的言行举止对其德性、品

质的养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他形象地用 “近朱

者赤，近墨者黑”来说明和圣贤之士交往，受到对

方言行举止的熏染。“是以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

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

自臭也。墨翟悲于染丝，是之谓也。君子必慎交游

焉。”［１３］家庭之 外 的 环 境，和 具 有 高 尚 品 质 的 人 来

往，是一种重要的道德熏陶方式。

（五）在社会实践中学习和修身

中国传统 文 化 要 求 受 教 育 者 积 极 参 加 社 会 实

践，在实践中学习和修身。生活即教育， “我们的

实际生活即是我们全部的课程，没有生活做中心的

教育是死教育”［１４］。孔子主张言行一致，重视实践

成果。他说 “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 “君子欲讷于

言而敏于行”［１５］，认为一个人的道德修养体现在立

身行事上，要有 羞 耻 心，说 到 做 到， “行 己 有 耻，

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１６］。孔子在教礼

过程中注重躬行实践，带弟子周游列国时，途中在

大树下休息，就地演习繁文缛节的礼仪。他重视理

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将社会生活实践作为教育内容

的一种， “子 以 四 教：文、行、忠、信”［１７］。杨 伯

峻先生将这句话直接译作：“孔子用四种内容教育

学生：历史文献，社会生活的实践，对待别人的忠

心，与人交际 的 信 实。”［１８］孟 子 认 为，身 体、相 貌

等都是天赋的，道德之心需要在客观世界中通过官

能的天性和能力来实现， “形色，天性也；惟圣人

然后可以践形”［１９］。荀子认为，学习知识是为了运

用于生活，只有实践才能更好地理解知识。“故不

登高山，不知 天 之 高 也；不 临 深 溪，不 知 地 之 厚

也。”［２０］只 有 “读 万 卷 书，行 万 里 路”才 会 不 成 为

迂腐之人。颜之推主张向有实践经验和能力的贤哲

学习，教育子女不能只善于 “品藻古今”，要 懂 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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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世致用。“居承平之世，不知有丧乱之祸；处庙

堂之下，不知有战陈之急；保俸禄之资，不知有耕

稼之苦；肆吏民之上，不知有劳役之勤，故难以应

世经务也。”［２１］除 此 之 外，向 有 生 产 经 验 的 劳 动 人

民学习。 “爰 及 农 商 工 贾，厮 役 奴 隶，钓 鱼 屠 肉，

饭牛牧羊，皆有先达，可为师表，博学求之，无不

利于事也。”［２２］农 夫、商 贾、工 匠 等，只 要 有 德 性

学问，都可以成为学习的表率，广泛地学习各行各

业的知识才有利于事业发展。

二、儒家教 育 生 活 化 思 想 对 当 代 大 学 教 育 的

启示

受精英主义教育理念的支配，在强调知识完整

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的学问模式下，教育和学生的

生活世 界 相 脱 节，在 教 育 过 程 中，知 识 与 社 会 生

活、知识与人发展的关系没有紧密联系，呈现出研

究基础的 “无根性”、研究角度的 “狭隘性”、研究

领域的 “封闭性”，为改变抽象性、概念化的 教 育

状况，我们必须转换研究范式和研究角度，吸收儒

家教育生活化思想来研讨 “回归生活”在大学生教

育工作中的现实意义。

（一）教育渗入具体的生活情境

《论语》等儒家经典记载教育要 “摆 事 实，讲

道理”，即教育要在生活情境中落实。我们当 前 的

大学生教育，局限于对教本所列的行为规范的被动

摄取和接受，没有涉及具体的生活情境，不利于大

学生对道德规范的亲身领悟。“任何试图脱离生活

世界的道德教育的努力，都将在抽掉人性丰富性的

同时，也抽掉道德教育自身的丰富性，从而丧失了

魅力，甚至 失 掉 了 教 育 对 象。”［２３］反 思 儒 家 整 个 教

和学的过程，强调教育过程在生活情景中展开，不

要求受教育者记诵和接受某些抽象原则，而是感知

和把握受教育者的心理变化和可能存在的问题，然

后根据实际情况提出某些言论和治理措施。为达成

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目的，更好地影响和规范大学

生的行为模式，除采取正面灌输的方法外，我们还

需根据外在的生活情境和大学生本身的困惑，给予

启发诱导，以使其反省行为模式与教育要求的规范

之间的差距，从而在以后的生活中加以改进。今天

的教育工作者应学习传统儒家诸如孔、孟、荀、颜

之推在生活中随时点拨的教育情景，把握学生群体

当下的时代情绪后进行教育，吸收儒家 “成己”的

道德内涵，将与个人生活貌似联系甚少的国内外重

大时事与大学生生活情景相融合，引导他们关注对

个人生活和发展产生影响的重大国际、国内 事 件，

促使他们敏锐地洞察各类大事件并做出思考，让大

学生在现实生活中学会自我思考、自我教育和自我

成长。

（二）教育路径增添生活色彩

随着世界和时代的发展变化，大学生的教育工

作着力于 “贴近实际、贴近生活”，改变了政 治 宣

传为中心的方向，关注人的价值观念特别是注重人

的精神世界的构建，提出以人为本的理念，彰显教

育的人文性。“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权力斗争，开

始越来越深地 介 入 和 参 与 日 常 生 活 领 域，干 预 消

费、休闲和艺术欣赏活动；反过来，消费、休闲和

艺术欣赏活动本身，也随着社会的现代化而具有政

治、经济和 社 会 权 力 斗 争 的 象 征 性 质。”［２４］当 前 大

学生的教育不仅涉及政治方向、政治立场等 问 题，

而且关乎其思想、道德和心理等日常生活。以大学

生日常生活为价值起点，注重日常生活中的价值建

设，贴近生活、贴近大学生内心世界的教育，容易

引起他们的心理共振而不会产生戒备心理和对抗情

绪，增强了他们对教育的认同、接受程度，在提升

其政治认同，转化思想观念的同时，矫正了他们的

道德行为，培养了情感意识。

（三）道德榜样教育源于生活

榜样就是通过塑造具体、理想的目标用以引导

规范人们的思想行为。儒家以 “君子”“圣人”“仁

人”等理想人格作为普通民众的榜样。在古代政治

生活中，统治者塑造 具 有 儒 家 道 德 规 范 的 “君 子”

为榜样，民众通过努力可以实现这个来源于生活又

高于生活的理想目标。榜样示范主要通过君王、官

吏、士人的言传身教使民众认同统治阶级的思想政

治理念。今天的大学生教育面临的是在思潮多元化

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树立主导意识形态的问题，大学

生道德榜样教育不能脱离实际生活和实践而虚假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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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相较于那些虽体现出高尚道德情操，但脱离

大众生活的榜 样 形 象，大 学 生 更 愿 意 接 受 被 认 为

“真实”的偶像。因此，在大学生道德榜样教 育 方

面，要改变将教师和大学生作为教育主体和教育客

体的方式，为大学生提供一系列、可供选择的榜样

形象，让他们发挥主动性筛选出符合个人需求和期

望的 “榜样”。大学生 道 德 榜 样 教 育 是 一 项 系 统 工

程，引导他们 对 榜 样 的 认 知，不 仅 需 要 教 师、父

母、朋友、社会的合力作用，而且要发挥大学生自

身的主体性、能动性。另外，引导式、疏导式的教

育手法和启发性、互动性的教学方式在大学生理性

评价所选择的榜样方面也起到重要作用。

（四）教育植根于现实社会环境

环境是思想教育的外部条件，对人的思想品德

形成产生影响。儒学思想历来重视环境对人的品德

形成的影响，孔子的 “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

知”，古代的 “居必择邻”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等说法，都关注到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文化生

活环境促进人们价值观念建构。科学的文化环境催

人奋发向上，有助于塑造崇尚真、善、美的高尚人

格，腐朽的文化环境传播假、丑、恶，使人意志消

沉、腐败堕落。现在社会的精神文化生活进入了一

个蓬勃发展的时代，互联网等新技术应用所带来的

物质环境，演绎和传播各种各样的视觉符号，大众

流行的视像式 “快餐文化”以娱乐的方式承担了现

代人精神宣泄与慰藉的功能，搅乱了人们伦理与审

美价值底线，需要引导大学生以人文精神的视野来

解读视像信息，在多元表达之中谋求统一，多样传

播之中谋求合力，多向交流之中谋求主导。大学生

教育要占领精神文 化 建 设 的 “主 阵 地”，则 需 要 通

过文化环境渗透，将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融入

各类社会文化生活，发挥积极环境中的潜在教育力

量来熏陶、感染、影响大学生，透过文化浸润使其

思想观念、道德情操、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符合社

会规范、道德、法律要求。

（五）教育回归生活实践

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

的。”生活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现 实 土 壤，为

实践育人提供了广阔空间和丰富资源。大学生教育

从生活出发、在生活中进行并回到生活中检验，贯

穿实践育人的所有环节，渗透所有的实践活 动 中。

只有在真实生活中，通过认识政治现象和体验政治

生活来发展理性思维与提高感悟能力，在生活中践

行所获得的认识、体验、感悟，才能提高自己的思

想政治素养。大学生思想政治素养的高低不是以掌

握多少理论知 识 来 衡 量，而 是 要 接 受 社 会 实 践 检

验，这是因为教育是把内容内化后再进行外化的过

程，并通过外化过程表现为个体的行为习惯。社会

实践是实现外化过程的重要途径，也是评价教育效

果的方法。我们要以现有的校内外各种社会实践资

源为依托，设计出既符合大学生发展的共性 要 求，

又遵循不同专业、年级、背景个性化要求的形式新

颖、内容丰富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活动帮助大学

生培养品德、提高能力、拓展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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