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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传统德育思想是以儒家道德思想为主体，兼容佛道墨法诸家道德思想而形成的

道德行为规范的总称。我国新时期传统德育思想的研究历经了启动期、展开与变革期、现代化

时期和反思与深化研究期四个时期；主要研究传统德育思想、内容与特点，传统德育原则与

方法；研究成果多、研究内容广、重质性研究是其优点，忽视德育理论整体建构是其不足。正

确对待传统德育思想的两面性，在扬弃中，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育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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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作为全面发展教育的组成部分，具有重要的文化基础，现代德育是对传统德育的

扬弃。“传统德育”与“德育传统”这对范畴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在我国，相当多的学者

对两者并没有做严格区分，一般在通用意义上使用这两个概念。所以，笔者在此也不做严格

区分，都通归于“传统德育”。

一、传统德育的研究历程

1. 传统德育的启动期 （1978- 1984 年）。“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经过两年的拨乱反

正，结合时代发展的实际，人们开始对前一时期我国实行的共产主义道德教育进行反思和

梳理，限于改革开放初期，可借鉴的国外经验有限，人们开始启动传统德育研究。较早从事

该方面研究的是毛礼锐先生，他指出，儒家的道德教育理论基础是人性论和德治论，培养

目标就是“士”、“君子”。其方法是：德育要通过智育来进行、立志与持志、培养道德情感、

主动修养、“预”和“积”、知行并进、以身作则和中庸之道等，这些思想可以批判地继承

[1]。其后，陈景磐先生探讨了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鲁洁教授对古代思想家的德育过程观进

行研究。

在共产主义道德教育研究中，有学者对道德教育领域中的“唯一属性论”、“自然成长

论”和“道德无用论”等几个理论问题进行澄清研究[2]。学者认为，中小学必须对学生加强

共产主义道德教育，必须批判“四人帮”借口道德的阶级性，否定道德的继承性，否定一

切优秀的道德传统的谬论。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 1983 年 7 月在长春召开的“中国古代德育

思想讨论会”，会议解决了这场悬而未决的争论。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德育思想，对于丰富

无产阶级的德育理论，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都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3]。

2. 传统德育研究的展开与变革期 （1985- 1995 年）。从 1978 年至 1984 年，我国经历

了改革开放最初的 7 年，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人民物质生活水平得到提高，人们的思想也

得到解放。1987 年，党的“十三大”的召开，系统地论述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

发展商品经济的思想。由于对外开放，国外种种思潮涌入中国，人们的思想发生重大变化，

面对新的挑战，中国的传统德育要转型、要变革。冯恩洪率先从教育对象的变化、改革开放社

会环境的变化等方面，谈传统德育面临的挑战问题。[4]

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初，传统德育思想的研究继续升温，即所谓的“儒学复兴说”。

在改革开放的新问题面前，德育转换比较慢，适应时代发展的新的德育机制没有建立起来



由于思想的混乱，最终导致 1989 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由此出现 90 年代初中期关于德育

地位和德育功能的研究热潮。但有些学者比较冷静地看待中国的传统德育，既指出传统德育

的优点，又对其不足进行批判。有学者还专门讨论传统德育精华与糟粕的分辨问题，提出分

辨原则和分辨方法。[5]还有学者从中国德育传统的多源性、多端性和多序性，论述中国德育

传统的多元性，并指出中国德育传统的博大精深是其璀璨文化的一部分，对待传统不可粗

鲁、浮躁和简单化，弘扬传统德育的精华需要我们有脚踏实地和认真细致的精神。[6]这场讨

论直到 1994 年 10 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研究会德育论专业委员会第七届年会得以总结而

告一段落。大家一致认为，批判地继承传统德育要追求实效、明确对象、掌握原则。

3. 传统德育的现代化时期 （1996- 2001 年）。从 1996 年开始，学者们对传统德育的

研究开始转向，不再进行纯粹的传统德育思想研究，而把重点放在传统德育的现代化方面

即如何借鉴传统德育的精华，为现实的社会服务成为关注的重点。这一时期，发表了一系列

该方面的研究论文。如，孟万金的 《继承与超越：中国德育传统的现代化》（高等教育研究，

1996.3）、辜伟节的 《论中国传统道德文化与德育现代化的现实转换》（江苏教育学院学报，

2001.3）、班华的 《近十年来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进展》（教育研究，1999.2） 和程敬宝的 

《论传统德育向现代德育的转变》（江汉论坛，1999.2） 等。

4. 传统德育的反思与深化研究期 （2002- 2008 年）。在新的世纪，传统德育怎样改革

才能更好地为当今服务，这是新时期学者们比较关心的问题。自 2002 年以来，我国传统德

育研究发生重大转变，这就是反思研究和深化研究。反思研究主要是对以前研究内容进行清

理，正本清源；深化研究是结合新世纪发展的需要如何使传统德育现代化，把传统德育中

的精华内容更好地传承下去，并使之在今天发挥更大的效用。

这一时期，无论是传统德育的理论研究，还是传统德育的思想研究都是最多的，并形

成一些有特色的研究成果。首先，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些反思研究文献，对传统德育研究和传

统德育思想研究进行反思，已达到对传统德育研究的理性认识。诸如“对传统德育的反思”、

“对传统德育思想的再思考”等论文的出现，就是这种反思研究的代表。其次，关于传统德

育现代化的研究也是这一时期的热点问题，发表文献也比较多。如，邓子纲的 《中国传统德

育思想的现代演化》（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04.4） 和王泽应的 《中国优秀传统

德育思想的开发与现代转化》（教育科学研究，2006.10） 等。第三，对传统德育思想整体

系统研究。这一时期的研究是在前三个研究阶段基础上进行的，对传统德育思想的研究有相

当多的成果积累，系统总结传统德育思想已有可能。其代表作主要有：王泽应的《论中国传

统德育思想的基本特征》（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3）、张书丰的 《论中国传统

道德教育的理论体系》（当代教育科学，2006.11）和吴慧芳的 《中国传统德育的体系构成

与特点研究》（华北电力大学学报，2009.2） 等。

二、传统德育研究的主要内容

中国道德教育发轫于先秦时代，将儒家道德教育奉为正统的关键人物是汉代的董仲舒，

而宋代儒学集大成者朱熹则用思辨的形式将儒家道德教育发展到比较完备的形态。至此，以

儒家道德教育内容为核心的中国传统德育真正确立起来。

1. 传统德育思想的整体研究。这是一种宏观的研究，从整体上把握中国传统德育的内容

与特征。如，中国德育思想是：浓厚的宗法封建伦理本位；“明人伦”、“成圣贤”的道德



意境；德育过程的实践性品格；注重自我修养等。[7]还有道德教育被置于整个传统教育体系

的核心；以政治思想道德的规范体系为内容，以内省和慎独为方法；重视以身作则、为人师

表的师德原则；重视环境对人的品德的影响以及德育与美育的和谐统一是中国传统德育思

想的主要表现。[8]也有人认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思想是以人性论为理论前提，讲究个体道

德自觉与规范教育相结合的践行原则，采用“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实践模式，最终

达到经世致用——“身修、家齐、国治、天下平”的世俗目的。[9]还有学者把中国传统德育思

想总括为：“性相近”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逻辑起点；“仁者爱人”是中国传统道德教

育的核心理念；“正义君子”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四维八德”是中国传统

道德教育的施教内容；“知行相须”是中国传统道德教育的认识论；“修身为本”是中国

传统道德教育的方法论。[10]

2. 传统德育特点研究。有学者把中国传统德育的特点概括为：重视德育，德育为首；大

德育观，德育不仅指道德教育，还包括思想教育、政治教育等内容；重视教授道德。[11]也有

人把中国传统德育的特点概括为：在道德教育地位上强调德教为先、修身为本；在道德教育

内容上强调“教以人伦”；在道德教育方法上强调克己修身、力行践履；在道德教育机制上

强调家庭、学校和社会相互配合、相互促进。[12]王泽应教授把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概括为四大特

征，即合知行基础上的以行为旨归，合内外基础上的以内为根本，同真善基础上的以善为

核心，一群己基础上的以群体为最高价值取向。[13]此外，也有学者从传统德育的“仁”、

“中庸”，“三纲五常”、“义和利”和“修养治平”五大核心概念，推演出中国传统道德

教育的德育内容政治化、多元价值趋同化和独特的人文性质三大基本特征。[14]

3. 传统德育内容体系研究。中国传统德育内容可以概括为：仁爱孝悌，精忠爱国，克己

奉公，见利思义，诚信知报，修己慎独，谦和好礼，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力行。这些

内容具体可以细化为：公忠、仁爱、忠恕、诚信、公正和谦虚等。[15]有学者把中华民族传统道德

规范概括为：忠、孝、节、义、礼、智、廉、耻、仁、恕、谦、信、和、制、勇、强 16 个字。[16]也有人把

中国传统美德概括为：仁爱孝悌、谦和好礼、诚信知报、精忠爱国、克己奉公、修己慎独、见利

思义、勤俭廉正、笃实宽厚、勇毅践行十条内容。[17]栾传大把传统德目概括为：孝敬父母；尊

师重教；团结友爱；立志勤学；自强不息；谦虚礼貌；诚实守信；严己宽人；人贵有耻；

见义勇为；整洁健身；求索创新；勤劳节俭；见利思义；敬业尽责；清正廉洁；爱国爱民

天下为公。[18]

4. 传统德育原则和方法的研究。有人把传统德育原则和方法归纳为：重知尚行与知行相

须；因材施教与循序渐进；启发诱导与寓教于乐。[19]有学者把传统德育方法概括为：“忠

恕”之道的道德教育法；“内省”、“慎独”的道德修养方法；知行合一的道德践履法；多

管齐下，注重正面引导法；间接教育，全面渗透法；提倡“养成教育”，强调道德实践法

教师要以身作则，为人师表法。[20]笔者认为，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形成了独具特色

的伦理道德文化，这种文化中蕴涵丰厚的德育方法论思想，诸如潜移默化的方法论、觉悟道

德修养的方法论、修心育德的方法论、生活实践的方法论、保持心态平衡的中庸方法论、因材

施教的方法论、循序渐进的方法论和启发诱导、礼乐结合与寓教于乐的方法论等。认真研究和

深刻挖掘传统德育方法论思想，对于建构科学的德育方法论理论体系具有重大理论借鉴价

值。



5. 传统德育思想的借鉴研究 。 有学者认为，儒家十分重视德育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坚持

德育的首要地位；儒家塑造理想人格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坚持培养“四有”新人的教育目标

儒家“仁爱”的思想有助于我们坚持尊重人、关心人、理解人的德育原则；儒家德育内容的

具体条目有助于道德教育的具体化；儒家丰富的道德教育方法有助于德育方法的完善；儒

家严于律己的道德修养思想有助于我们搞好学生的自我教育；儒家身教示范的思想有助于

我们加强德育队伍建设。[21]有学者指出，孔子德育思想中直指人格崇高的道德理想，具有个

人道德修养与教育指向的普适价值和永恒意义；孔子德育思想中充满仁爱的群际关系，倡

导人与人之间互帮互助、诚实守信、平等友爱，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提供了有益的思维视角和

价值取向；孔子德育思想中充满人文情怀的生态理念，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值得借鉴

的有效方法。[22]也有学者提出，传统德育的借鉴价值在于：理念的借鉴——德教为先，修身

为本；内容的借鉴——教以人伦，修己安身；方法的借鉴——因材施教，循序渐进；评价

的借鉴——言行一致，内省慎独。[23]还有学者认为孔子德育思想中的“人格为本”的德育目

标对和谐个体人格、“仁爱为纲”的德育内容，对和谐群际关系、“天人合一”的生态德育

理念，对和谐人与自然、“以德治国”的思想，对和谐干群关系、“中庸”、“尚义”道德准

则，对和谐利益关系具有启发借鉴价值。[24]笔者认为，重视道德教育，把道德教育放在一切

教育工作的首位，是我国道德教育传统的一大特色，这对于我们准确定位道德教育的地位

和作用具有借鉴价值；丰富而完整的道德教育内容体系，对于我们今天建构社会主义德育

内容体系具有启发意义；科学揭示知、情、意、行的德育规律，对于我们进行道德教育具有指

导作用；行之有效的道德教育原则，对于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提出了一些基本要求；诸如内

省、自讼、慎独、知耻、笃行等独具特色的道德教育方法，对于我们进行道德教育提供了方法

论的参照系。

三、传统德育当代研究的再思考

中国传统德育思想是以儒家为主体，儒、墨、道、佛、法五维交互发展，呈现和、实、柔、忍、

刚五种风格，追求的是“天人合一”、“厚乎德性”、“道法自然”、“三觉圆融”、“耕战

事功”五种道德境界，五位一体，汇成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洪流。综观 30 年研究总况，研

究成果多、研究内容广泛、重质性研究是其特点和成就，但在研究中也存在重视具体内容的

探索，忽视理论上的整体建构，重复成果多、创新作品少等不足。

1. 充分认识传统德育的两面性，在扬弃中传承。传统德育思想是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

中形成的，其历史久远、影响根深蒂固。传统德育思想的存在与发展有其自身的社会经济、政

治和文化基础。但今天的经济基础、政治制度、文化发展都与传统德育基础有所不同。我们在

研究传统德育时，一定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态度，采取“扬弃”态度，批

判地继承传统德育思想中的合理内核，正确处理批判与继承的关系、接受与创新的关系。任

何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传统德育对于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具有许多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如，

儒家的“德政”思想对于当今克服有权无德、官场腐败等具有现实价值。再如，对德育的前

提基础的认识，无论是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孟子的“性善论”还是荀子的“性恶

论”，都认定人是教育的对象，具有接受教育的可能性，这就为实施德育奠定了基础。还有

传统德育内容，子女对父母孝顺，负担起赡养的责任；夫妻之间互敬互让；邻里朋友之间

相互帮助等，在价值观多元化的今天，对于克服人们之间的“道德冷漠”、“道德陌生人”



具有巨大的现实价值。这些传统美德内容，不是要不要的问题，而是我们怎样继承好的问题。

但传统德育还有许多弊端以及不适应当今时代需要的内容。如，过分强调伦理本位、崇尚德

教至上、信奉宿命论、奉行情权大于法和人治思想，以今天的视角来看，会制约中国民主法

制的现代化进程。传统德育理论强调占有性生存而轻视共生性生存，使人“物化”，使人工

具化而形成“单向度的人”，忽视人的全面发展；强调规范约束而忽视自由发展使人的创

造性难以发挥。再如，传统德育以培养“圣人”为目标，德育目标过高，忽视德育目标的多

层次性，对人才求全责备，要求先进人物十全十美，特别是忽视了对社会成员公民意识的

培养。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内容，强调品德修养的重要性有其积极性，但要充分认

识到道德教育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完全消灭不道德行为，道德的实施必须有各项法规和具

体社会制度的支持。

2. 充分认识传统德育现代化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文化的发展具有一定的继承性，教育

的发展也具有继承性，这是教育独立性特点的具体表现。德育作为教育的一个组成部分，本

然是与教育密切融合在一起的，但人们为了研究方便，把德育从教育整体中分化出来，进

行单独的深化研究。德育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是一定历史社会形成的产物，随着时代的变迁，

德育理念、德育目标、德育内容、德育途径和方法等都应该发生变化。从这种意义上说，德育

的现代化过程是一个动态的不断发展的过程，这是因为社会永远处在发展变革之中。现代德

育由传统德育演化而来，仍保留了传统德育中的精华，注入了创新等现代性的道德规范，

但在传统德育的现代化过程中，要注意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充分尊重中国的传统德

育思想，用客观和历史的态度对待传统道德教育资源。既不能“全盘接受”，也不能使用

“否定一切”的思想方法对待传统德育思想。在传统德育思想现代化的过程中，遵循尊重传

统德育资源与发掘传统德育资源，源于传统德育资源与超越传统德育资源的原则，赋予传

统德育资源以新的生命，不断创造出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符合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道德。

二是要采取实事求是的工作方法，对传统德育资源做出客观的诠释。我们尊重历史，对传统

德育思想的发掘，一定要符合原作者的本意，不能为我所用，任意发挥，甚至曲解和篡改

作者原意，以至于很生硬地机械地套搬套用。

三是学会选择。结合时代发展的需要，找准传统德育思想与当代德育的结合点，使传统

德育思想再现光辉，体现古为今用的价值。

3. 充分认识传承传统德育思想是德育研究的重要使命。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

得巨大成就，但由于道德教育没有很好地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同步，以至于思想道德

方面出现很多问题。特别是多元文化的产生，使得人们的价值观多元化，许多人接受了“道

德相对主义”的观点，社会上歪风邪气上升，正气不扬，人际关系冷漠，个人利己主义严

重等不良道德现象蔓延。面对多元文化和多元价值观共存的时代境遇，西方先后产生了“价

值澄清理论”、“道德认知发展理论”、“社会学习理论”、“关怀理论”和“品格教育运

动”等，各家学派从不同视角探索道德教育的新方案和新对策。我国在引进这些西方理论的

过程中，有“食而不化”的嫌疑，一味引进而忘记使其中国化，全面学习外国而忽视中国

本土化。改革开放的 30 年，德育从宏观理念到具体方法都发生了重大转变，但细心思考，

许多新理念、新模式和新方法等，都有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根。如，德育方法的转向，由道

德灌输走向对话和协商，充分调动受教育者品德修养的主动性，注重内因的作用。中国传统



德育思想不乏这方面的经验，强调自律和内省一直是儒家和佛家的重要主张。再如，最近比

较时髦的“生活德育理论”，中国从古到今，都贯穿着生活实践的德育方法论，从某种意

义上说，美德在践履，重行的知行统一论更是中国传统德育思想的精髓。

4. 充分认识传统德育思想的理论化研究还任重而道远。传统德育思想是中国文化宝库中

的一份珍贵遗产，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而不衰的精神保证，是中华民族道德精神的

“本”、“根”和“魂”。在新的历史时期，我们如何对传统德育思想进行“深加工”，使

之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是我们今后研究的重点。就目前研究成果而论，数量多和研究内容广

泛是其主要特点。但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具有系统化和理论化的研究成果凤毛麟角。多数

研究成果是以历史发展为序，对各个时期思想家的德育思想的总结研究，很少把传统德育

思想作为一个理论研究领域，从整体系统上进行概括研究。以笔者拙见，比较理论化和系统

化的研究成果有汪凤炎著的 《中国传统德育心理学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2002）、张世欣著的 《道德教育的四大境界》 和崔华前著的 《先秦诸子德育方法思想研究》 

等。但是，从整体上系统地对中国传统德育思想进行理论化研究的著作还没有出现，有待我

们学界后人去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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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Reseach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Zhaozhonghua  Zhaomingxing

Abstract: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are mostly based on Confucian thoughts of 

moral education, and also include thoughts of Buddhism, Taoism, Mohism, legism. Research on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phases  that  are  starting,  

development and reform, modernation, reflecting and deepening. Research contents maily relate to 

principle, method and specialty of thoughts of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ese researches have 

got  many  productions  and  attached  importance  to  inquiry  approach,  but  neglected  whole 

construcation of theory system. So we should develop the useful and discard the useless.

Key Words:   traditional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of  moral  education;  theories  of  mo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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