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多元文化视野下的道德教育 

 

巴登尼玛
1
 卢德生

2

（1、四川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8） 

（2、西南大学教育学院，重庆 北碚，400700 ） 

 

[摘  要] 不同文化背景下，人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与大自然的亲密程度、社会构成及其运转方式

都有差异，这导致了不同文化之间各民族所拥有的道德价值具有普遍的共同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道德

价值的这些特性既是构成和谐社会重要因素，也是产生社会不稳定因素的原因，甚至是社会矛盾的原发点。

学校必须发挥化解这些矛盾的教育功能，实现人与自然、民族与民族、人与社会的和谐。本文从文化构成

中寻找道德生成的原发点，从多元文化视野中找寻中华民族道德的本源，从而探询新时期我国道德教育之

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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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一体”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显著特点。我国不同的民族基于各自的自然环境、生产

生活方式、社会历史等方面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民族文化。这些文化又作为中华民族文化

的有机组成部分，被统摄到中华民族文化一体之中。必须指出的是，首先有了“多元”，才

有“一体”，也就是说不同民族文化或文化圈总会或多或少存在不同程度的价值取向差异。

这些价值取向决定了各自在处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和人与自然之间的态度时各有特

色，体现出来的道德观也各有特色。这是我们实施道德教育的大背景，本文对道德教育的文

化基础做了一些思考，供大家讨论。 

一、文化理解与道德源泉讨论 

文化问题是多年来众多学者都感兴趣的，但如何通过文化解析来发现民族道德的源泉便

是本文讨论文化的目的。这里将从文化结构讨论道德心理的构成核心内容是存在于文化深层

结构中的人对生命价值理解。 

（一）文化结构 

什么是文化？对此，不同的学者根据自身的研究要求，提出众多的解释或定义。本文重

点不在于重新讨论何为文化，而在于从文化的结构中发现民族道德的原发点，发现民族道德

沿袭至今的文化动力与文化惯性。 

文化是人所创造的一切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文化的基本构成主要有三个层次：

表层结构、中层结构和深层结构。 

文化的表层结构是由文化的中层结构（价值层）衍生而来的人的一般行为习惯。例如：

待人接物、交流方式、祈祷、工作、玩耍、游戏、贸易、劳动和日常的吃穿住行等行为模式。 

文化中层结构（有时候又称为物质外壳）是指由文化深层结构衍生而来的价值层。该层

次是指挥表层行为习惯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真、善、美、假、恶、丑，好与坏的价值评判



标准。注意，这里的价值层还不是我们一般所提道的价值观，而是由价值观所形成的各种使

用价值所结成的复合的体。 

文化的深层结构是信仰的复合体。其中包括对规律、对现实世界的终极关怀等。这里规

律可能是西方人的上帝，也可能是东方的佛陀，也有是印度的梵天，也可能是伊斯兰教的真

主，也可能是“道”。总之，不同的文化有不同信仰。当然，这里所说的信仰并不是仅指宗

教信仰，包括所有对生命理解而形成的答案。其中对人的生命的理解之答案是信仰复合体的

核心，并由此衍生出价值观，继而生出使用价值。 

根据上面对文化结构的思考，我们不难看出，一个民族的道德源于其文化深层结构中的

对生命的理解与信仰。也只有从这个深处去理解道德，我们的教育才会有效，才会使学校德

育教育成为民族文化建设与民族昌盛的必须工作。 

（二）文化深层结构与道德心理构成 

文化深层结构是指一个民族在历史的积淀中形成的固定心态，是文化中由生命价值理解

所使然的较为稳定的心理层次。它以恒常稳定为其常态，渗透于现实日常生活的文化行为之

中。这种结构可见于个体的举止和心态，又可见于同一文化的群体政治行为。文化的深层结

构也是文化心理精神本质的层面，它作为比较固定、持久的组成部分弥漫、固着于文化心理

的各个层面之中。适应于各民族共同的精神本质，即是 18 世纪意大利学者维柯所提出的“一

种通用于一切民族的心头语言”，各民族精神本质的差异即是 19 世纪法国学者伊波特里·丹

纳说的“原始的花岗石”，“深深地埋在各民族心理结构的最低层，任何时代的风雨都不能使

之发生变化”的事物；既注意到人类心灵深处的相通之处，又注意到各民族心灵深处的种种

差异，则是最近由人类心灵深处所包含的五对永恒的矛盾——入世的与出世的（或现实的与

理想的）、情感的与理性的、个体的与种类的、理智的与直觉的、历史的与伦理的矛盾的解

决方式的总和。1一个民族对这五对永恒矛盾的解决方式形成了民族特点，构成了基本人生

态度、情感方式、思维模式、致思途径和价值尺度的鲜明的民族特色。这也就是上面所谈到

的道德生成的基本源泉。 

在处理这五对矛盾的过程中人们逐步形成了另外三种心理规范，这就是人与自然之间的

规范、人与人之间的规范和人与社会之间的规范。这三对规范内化在民族心理中，成为价值

标准，道德便由此产生了。也就是说，道德生成于人在处理与自然、与他者、与社会关系过

程中的内在的终极价值标准——个体与种群生命的意义，及由此意义而来的“生存之道”。 

（三）道德生成之本源——生命价值 

基于处理上述五种关系，人们形成了三对规范，这三对规范是为了促使人与人之间的和

谐、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也就是说是为了促进人更好地生存，和生命的更好

实现。正是基于这个意义，我们认为道德的根应该是生命的价值。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人们在处理五种关系和实现三个和谐的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

民族文化。这些文化都既是民族智慧的结晶，又是各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本质上

说，它是为了服务于作为一个文化群体的民族的生命延续与价值实现，和服务于作为个体的

民族成员的生命延续与价值实现。围绕生命价值的实现，各民族各自拥有五彩斑斓的民族文

化，这些文化之间的差异性是明显的，不论是从文化的物质层面，还是文化制度外壳，还是

文化的内核，都很难有两种完全一样的。但是，服务于民族生命价值的实现却是在根本目的

上相同的。所以，我们认为生命的价值是千百年来民族文化沉淀的结晶，道德正是这种结晶

的表现形式。 

                                                        
1 巴登尼玛.文明的困惑——藏族教育之路.四川民族出版社.2000.P92.



既然如此，作为文化内核表现形式的道德教育就理所当然地应该基于民族文化所认同的

生命价值，无论这种生命价值是理性的还是迷信的。一般说来，国家道德教育的内涵应该是

高度自为的，是国内各民族共同享有的，但又是高于各民族独有。正是为了有效地实施国家

道德教育，才使我们必须认识到，生命道德是最高的道德，生命道德是实现其他道德的基础，

也是根本的道德，中华民族的道德来源于各民族的生命道德所共同建造的中华民族生命之

道。 

二、我国多元文化的生命观及其道德观理解 

中华民族文化是 56 个民族共同建设的。从中华民族的整个文化构成来看，是非常复杂

的，很难在一篇文章做出准确地归纳。本文在此仅从中华民族文化的其中三大文化圈：汉文

化圈、伊斯兰文化圈和藏文化圈做简单地分析。汉文化圈主要包括汉族、满族、土家族、布

依族、高山族、壮族等民族，同时也包括韩国、日本及东南亚一些国家；伊斯兰文化圈从民

族构成上包括回、维吾尔、哈萨克、东乡、撒拉、保安、柯尔克孜、乌孜别克、塔吉克、塔

塔尔等民族；藏文化圈包括藏族、蒙古族、门巴族、裕固族、土族、怒族、独龙族、珞巴族

等，以及不丹、尼伯尔、克什米尔等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一些在三大文化圈交界处的彝

族、纳西族、哈尼、羌族等等。三大文化圈在历史中形成了各自的生命观，并选择了与此相

适应的道德观，这是中华民族道德建设的现实基础。 

（一）汉文化的生命观及道德观 

1、 汉文化的生命观。 

汉文化认为，命是上天赐与的，“命乃是人力所无可奈何者”2，上天有好生之德，人

只有重生才不负上天之德。儒家从生的角度看待生命，不注重死亡，而讲究外在的慎终，即，

对生命的来源的研究不直接，而重在对生命过程的控制与要求。然道家对生命的理解为：道

生天、天生地、地生人、人生万物。另外还有大众文化中流传的女娲造人之说。总的来看，

汉文化中的生命观主要是入世的，其特点可概括为以下两点：一是重生，即注重现实生命的

过程。正如孔子告诉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3，人应关注的是当下的生命，而非未来

的死亡。孟子也有“知命者不立乎岩墙之下”4，也就是说，人要重生避险，以安身立命；

二是舍生。如孟子所言“生，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

5这就是说，重生和取义都是人的生命价值之所在，但在二者之中义比生更为重要。由此看

来，生命的道德价值比生命本身更高贵，人生价值的体现在于“义”。可以看出，“重生”是

从人生的生存观的角度出发的，而“舍生”则是基于对人生价值的考虑。 

简言之，汉文化生命观认为，人的生命乃是上天的产物，道是最高的，所以要重生；当

人面临“生”与“义”的价值选择时，为了捍卫天道，应舍生取义。沿此思路，便可进一步

思考汉文化的道德观的基本特点。 

2、汉文化的道德观的基本特点。 

第一、在人与自然相交的过程中，尊重自然的道德观。“天人合一”的观念得到了汉文

化圈的共识，它基于人与自然的统一，追求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人存在于自然之中，并作

为自然的最重要的一部分。 

第二、在人与人相处中，主张尊崇规范，明礼和睦。汉文化主张通过道德修养来调整人

                                                        
2  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版.第 365 页. 
3 《论语·先进第十一》 
4 《孟子·尽心上》 
5 《孟子·告子上》 



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社会变得理想与和谐。孔子说: “礼之用， 和为贵”6，把协调人与

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看得至关重要。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 孔子说: “为仁由己，

而由人乎哉？”7如果人人都能加强自身的道德修养，并且身体力行(实践自己的德性)，那

么社会就是一个和谐的社会。 

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爱国主义为道德标准。在汉文化里面，国家

和社会利益居于至高的地位。从汉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生命之本源的理解是道，

但由于千百年的皇家统治，道的本义被掩盖了，帝王成了天子，帝王的意志成了

“天意”。故而在道德内容上形成了特有的“礼”所规定的严密的人的等级身份，

形成了社会大于人，帝王大于社会的道德思维。这样，道德为等级身份所限制，

形成了道德的等级化和道德与责任的脱节。 

（二）伊斯兰文化的生命观与道德观 

1、伊斯兰文化的生命观。和谐是伊斯兰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马明良将其概括为三个

方面：一是人与造物主的和谐；二是人与人的和谐；三是人与自然的和谐。8在这三个和谐

里面，人与造物主的和谐是核心，而人与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是其自然延伸和结果。 

伊斯兰文化认为，人的生命是无价的，因为它是真主赐予的礼物。人不能利用他们的生

命为所欲为，他们只能善待生命。具体来说，伊斯兰文化生命观有几层含义： 

首先，生命应存在于和平的社会环境之中。伊斯兰文化反对草菅人命的行为，“迫害信

士和信女而不悔过的人们，必受火狱的刑罚，并受火灾的惩治。”9其次，伊斯兰文化主张保

护弱势群体的生命权。这就体现了伊斯兰文化对每一个普通人的价值、尊严及生命权利的重

视与关爱。  

再次，伊斯兰文化将维护人的生命作为要旨。“真主要你们便利，不要你们困难”，10 “凡

为势所迫，非出自愿，且不过分的人……虽吃禁物，毫无罪过”。11这都体现出伊斯兰文化

关切生命的仁慈宽厚精神。 

最后，倡导民众集体生命的安全和利益。“你们（指信徒，作者注）应当全体坚持真主

的绳索，不要自己分裂”。12只有保持国家和民众的稳定和团结，人才能得到幸福。 

伊斯兰文化的生命观强调重生，生命是最高的原则。爱生命包括爱己与爱人两个方面，

爱人的扩大化即是爱社会。 

2、伊斯兰文化的道德观。 

第一、人与自然对等的道德观。伊斯兰文化认为，人与自然都是真主创造的，人与自

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为了生存人必须合理利用和开发自然。在对待开发和利用自

然的问题上，伊斯兰文化将合理开发和利用自然作为一项衡量人行使真主代理权的道德标

准。人在享有开发和利用自然的同时，必须肩负起保护大自然的义务。 

第二、人际间的容忍、仁慈、宽恕和互助的道德观。容忍、仁慈和宽恕这几个词是对

伊斯兰文化中人际关系的概括。人各式各样，人的水平千差万别。无论何人只要以其个人的

                                                        
6 《论语·学而》 
7 《论语·颜渊》 
8  马明良.论阿拉伯——伊斯兰文化的和谐理念。阿拉伯世界研究 2006（3），第 50 页。 
9 《古兰经》第八十五章。 
10 《古兰经》第二章。 
11 《古兰经》第六章。 
12 《古兰经》第三章。 



判断而加诸他人身上，鄙视和不忍让他人，或对他人加以嘲弄或侮辱，这些都是妄自尊大、

目中无人的态度。避免说他人的闲话，不窥探他人的隐私，不在他人背后揭短，不暴露任何

他不想让人知道的事，这些都是容忍和仁慈的一部分。兄弟姐妹有困难，当义不容辞地挺身

相助。 

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以内部团结为道德标准。在伊斯兰文化里面，真主是万

物的拥有者，包括那些人类自己所享受的一切。人类是作为真主在地上的代理者，穆斯林应

该把他财富用于取悦主。而主最喜欢的是人们将自己的财富用于满足属于主的个人和其直系

家庭成员和亲属的孤儿、寡妇或穷人的需要。社会的资源，是真主对全部信徒的施予，每位

信徒都有享受这份施予的权利。宁分享，莫剥削，宁合作，莫竞争，是伊斯兰文化的团结精

神。 

（三）藏文化的生命观及道德观 

1、藏文化的生命观。在藏语里面，生命与寿量、灵魂是三个密切联系的词。灵魂是任

何生命的心灵意识，存在于生命体内；生命与体内的气血流动有关，其构造具有物质性。生

命本身不是纯粹的物体，又不等同于心灵之物，而是二者构成的组合体，藏文化将其称之为

“六道”之灵13。因此，它把自然界的一切生物现象归属于生命的范围，将生命的含义理解

为身体与灵魂的结合，世界便是各种身体与灵魂的反复结合系统，该系统依靠一定的规则自

由运动，从而形成丰富的生物界。 

藏文化认为，自然乃是生命的形式，人属于自然成分之一，人的生命与自然中的其他生

命同等，最初的六个人来源于灵性的魔女与灵活的猕猴的结合。由此衍生出了相应的道德观。 

2、藏文化的道德观 

第一、在人与自然关系方面，表现出人属于自然的道德思想。藏文化里的自然就是纯

粹的大自然，自然界没有等级和地位之别，人在自然中是渺小的，人与其他生命同属自然。

藏文化认为，自然统治着世上万物及生命的运作，世间事物和生命现象及生命的运动规律都

是自然力的显现。自然创造了生命个体，提供给个体物质生存环境，创造个体的精神成长的

机会，创造了多姿多彩的生命世界。在这一世界中各种生命处于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因缘

关系之中，其运行变化轨迹完全靠各生命体自身行为而定，永远处于相互转化、相互补充的

运动过程之中。个体的生命是被动的，听命于自然。 

第二、人与人之间要有相互关爱的道德品质。人们只有爱护自然，相互团结，相互帮

助才能生生不息，才能长存于自然界。人的这种“爱”是自然所决定的，最初的六个人，代

表“真、善、美、假、恶、丑”六种人的本性，但面对恶劣的生存环境也必须扬善弃恶、尚

美抑丑、率真释假，必须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绝对地利他是美的标志。 

第三、在人与社会的关系方面，重传统，顺从。 

从自然观出发，藏文化认为，人要生存就必须遵循自然规律，人为了生存就必须结成伙

伴关系，这种伙伴关系就是社会，所以，人人都要维护这个社会，这个每个人都必须依存的

社会。服从自然，服从传统，消解个人欲望，顺从是人的社会关系的基本要求。 

以上对中华民族文化中主要的三个文化圈所作的分析，虽有优有劣，但都还停留在起步

阶段，谈不上什么结论。其目的仅在于道德教育研究方法的探索和尝试，为同类研究提供思

想方法。依据其初浅的认识，我们进一步思考中华民族道德构成。 

                                                        
13  佛教思想。佛陀概括世间一切有情，归为六大种类，即“六道”，包括天道、人道、阿修罗道、畜生

道、饿鬼道、地狱道。 



三、中华民族道德教育讨论 

中华民族是 56 个民族的总称，其文化也是由 56 个民族文化构成的。所以中华民族道

德也应该是 56 个民族共同创造和共同享受的，上面的分析正是厘清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的文

化源泉和实施基础。 

（一）中华民族道德教育之基础思考 

以人为本——中华 56 个民族共同享受的价值基础。十六大把“以人为本”正式写入党

章。《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

坚持以人为本，教育和引导未成年人树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和正确的世界观、人

生观、价值观。国家以人为本的价值基础正是囊括各民族文化的核心，既符合各民族文化之

生命观，又高于各民族受地区条件限制所形成的传统价值观，为此，这正是新时期中华民族

道德教育之本，是学校德育工作的源泉，是中华民族文化建设的核心和中轴。 

以人为本也是中华民族的道德基础。这个基础来自各民族文化中的深层内涵----生命价

值是一切价值的基础，也是各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最基本的道德导向。当“以人为本”成

为道德教育的核心，就不会因民族差异、宗教信仰等因素而削弱。各民族成员对此就不会产

生任何疑问，这不仅是一般道德教育的技术或手段，更是一种“绝对前提”，作为中华民族

终极存在的道德基础。  

（二）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的思维方法 

一般德育研究的理论对道德教育的目的已经有许多精辟的见解，本文主要从文化视野的

角度来审视作为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的思维方法。  

理解不同文化，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从而指导人生旅程是我们道德教育应该重视的。人

生观是在对生命价值理解的基础上形成的如何做人，如何做事，如何生活的总观点。对不同

文化中对生命问题的解构是形成正确人生观的前提。“解构”一词本身包括两个方面，即解

析和构建。解析是前提，构建是在解析的基础上实现的。对中华各民族文化的解析是我国德

育理论建设过程中严肃认真地吸收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是作为其精华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复

兴与建构的重大行动。舍此道德教育便一事无成。 

没有各民族文化的参与，道德教育也就不会真正了解本土文化影响下的教育工作的作力

点，道德教育就没有文化的营养，其教育理论也不会有真正的发展。这就是多元文化视野下

的道德思维与对话。这种方法论就像一面镜子，我们只有在镜子里才能看清自己。  

社会主义人生观正是在对各民族传统文化中的人生观进行扬弃后实现的。是在对传统人

生观进行合理地批判后形成的。这种批判就是解析，结果就是建构。只有这样，道德教育才

能顺利地进入地方教育实践，走进中小学校，走进教育的日常生活，通过与各民族文化的对

话与交流，实现国家教育文化和地方教育文化以及中小学文化的合作、互动、融合与超越。 

（三） 多元文化视野下中华民族道德教育的内容应该是各个民族传统道德内容的筛

选、整合与提升。 

根据多元文化道德思维的方法，中华民族道德教育内容至少要包括上述三大文化圈所蕴

含的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价值认定的合理内核。 

1 人对自然的道德 

关于人与他人的道德观，汉文化中有“天人合一”的思想，其具有丰富的内涵，核心是

它所提倡的人属自然的自然和谐观。虽然后来的“官本位”将“道”“官化”了，但其本意



仍然沉淀在文化深处。两千多年前对“道”的理解在今天应该重新得到承认，“道”是宇宙的

物质本源和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天地万物与人皆由共同的终极——道所生出。老子认为“甚

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且“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14这里的“知足”、“知止”，合理利用自然资源的思想应该重新得到“自然的地位”。 

在伊斯兰文化中，人与自然都为真主所创，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对象性的关系，真主

委托人来管理这复杂的自然。所以，人对大自然的态度有真主的要求作为原则。虽然宗教本

身有许多非理性的成分，但还不是完全无度地用大自然来满足人的短期私欲。立足于文化背

景，用自然科学的事实加以扬弃和澄清，在伊斯兰文化区，人的环境道德会建立起来的。在

学校教育中就不会使道德教育停留于空泛的说教。 

藏文化认为，世上万物及生命的运作都是自然力的显现。自然创造了生命，提供给个体

物质生存环境，生命世界多姿多彩。各种生命处于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因缘关系之中。个

体的生命是被动的，听命于自然。在这种理解中虽然存在着听天由命的悲观思想，但应该清

楚这种悲观来自于人力的渺小，科技的不发达。当科学进入青藏高原，直接参与对生命质量

的提升时，学校教育很容易保留其人追求和谐的文化内涵，摒弃其悲观的生命观。 

2 与人相处的道德 

汉文化主张通过道德修养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使社会变得理想与和谐。孔子说: 
“礼之用， 和为贵”15，把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看得至关重要。新的历史时期，在

以人为本的精神的指导下，“礼”的涵义得到了新的解释，以人和生命价值的实现，生活质

量的提高，幸福指数的增加取代了“等级”之别、“身分”之别。 如何实现人与人之间的

和谐关系? 孔子说: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6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说的，从我做起，从

每一件小事做起。 

伊斯兰文化强调人际间的容忍、仁慈和宽恕。要求人不要以其个人的判断而加诸他人身

上，鄙视和不忍让他人，或对他人加以嘲弄或侮辱。提倡谦虚，尊重他人，不搞内耗。相互

关心，相互帮助。如果将此精神从伊斯兰文化内部享受拓展为全体国民之人人关系，社区关

系，道德教育的基石便形成了。 

藏文化理解人的关系来源于自然，来源于人在自然中生存所必须的协作与关爱。生存是

人际关系的根本，相互团结，相互帮助才能生生不息，才能长存于自然界。 在今天，科学

的发展使这种朴实的人际观从被动转变为主动，从感觉上升为理性，从过去只求生命的延续

上升为生命质量的提升。道德教育的路径的内容便从此而生成，国家理性与地区文化经验便

结合起来了，道德教育就显示了丰富的生命之光。 

3 人对社会、与国家的道德 

爱国主义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都是我们最高的道德标准。国家利益居于至高的地位，直

到今天这也是作为每一个国家公民所崇尚的。古代，汉文化历史所形成的官本意识掩盖了国

家的真实含义，帝王是天子，帝王的意志是“天意”，在某种意义上爱国被曲解为“顺天”，

被理解为爱领袖，要求人人严格恪守与生俱来的等级身份渡过一生。今天，爱国主义是在保

护所有国民，包括现实的和未来的全体生活在这个土地上人的利益而规定的，这是澄清了“天

人合一”的根本意义的基础上，还其国家之“道”，国民之“德”的国家理性。只有在这种

理性的指导下，爱国主义才是中华民族道德的最高境界，才能真正达到超越任何个人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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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论语·学而》 
16 《论语·颜渊》 



超越任何功利主义，超越任何民族主义、地区主义的，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中跨时间、跨空

间的生命之道、生存之道。 

道德教育作为学校教育工作的一部分，有其深刻的文化基础，我国学校的德育目的应该

体现出对文化发展的作用，所以，我国学校德育的文化建设必须是民族独享文化——中华民

族文化——人类共享文化这样一个思路。文化视野中的学校德育的起点是民族独享文化，目

标是建设中华民族文化。只有建立了这样的德育观，我们才知道如何建设学校的德育体系，

使德育工作落到实处。只有在中华民族文化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德育才能够培养各民族学生爱

人民、爱祖国、爱人类、爱大自然的宽广博大的胸怀，形成坦荡、磊落、理性的伟大人格，

成为为国家、为人民自觉贡献自己的理想的现代化人才。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只有立足于文化依据的道德教育才是活的德育，才能在国家利益上

顺应与同化中华各民族的人民处理与自然、与人、与社会的关系，也才能够促进各民族人民

的生命价值更好实现、并有利于促进民族文化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交流，从而使道德教育指向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永葆“礼仪之邦、文明之邦、幸福之邦”的崇高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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