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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钱伟长先生始终高度重视对学生的德育工作。钱伟长先生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为指

导，在德育目标、德育原则和德育方法等方面都有精辟而独到的见解。钱伟长先生的德育思想主要体现在其德

育思想的民族性、主体性、实践性、整体性和师表性等五个方面。

关键词：钱伟长；德育思想；述评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0845（2012）08-0005-02

收稿日期：2012-02-09

基金项目：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D/2006/01/

169）

作者简介：刘彬（1965-），男，江苏徐州人，副教授，从事高校德

育研究。

EDUCATION EXPLORATION

一、钱伟长德育思想的民族性

钱伟长德育思想的民族性，是指钱伟长能充分利用和

发掘我们民族文化中具有生命力的思想、观点、民族精神

和价值取向，引导受教育者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钱

伟长先生认为，“中华民族历来重视道德教育，有着五千年

历史的中国传统文化、传统道德，是一个丰富的宝藏，历史

上有数不清的生动楷模。认真研究和继承这些在我国长

期历史发展中形成的优良文化和道德传统，同当前建设社

会主义新生活的实践相结合，赋予其适应时代要求的形式

和内容，完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是我们必

须担负的历史使命，必须抓紧做好此项工作”[1]24。钱伟长

先生非常重视历史传统和文化遗产教育的教化功能，强调

其对于培养国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至关重要，极力主张教育

者要引导青年学生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爱国主义的

素材，从而激发他们的爱国热情和献身祖国的使命感。钱

伟长用历史上大量科学发明和创造的事实写成了《中国历

史上的科学发明》一书，他说：“要让这些文化遗产的精华

得到发扬光大。要结合时代精神，用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和光荣革命传统来教育青少年一代，培养他们爱国主义的

思想感情和责任感，使他们成为一代奋发向上的、高素质

的建设者。”〔1〕525钱伟长先生指出：“在弘扬中华民族的优良

传统道德中，加强爱国主义教育是必不可少的内容。爱国

主义除了历史的内容外，还包括丰富的现实内容，即实行

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国家强盛和富

裕而奋斗的丰富实践……我们应该把爱国主义教育作为

一条主线，贯穿于德育工作的始终。”〔1〕25钱伟长先生把能否

培养出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才看作是关乎我国教育成

败的重要标志，他说：“教育工作首先应该培养怎样做人和

怎样做一个好公民，要让学生懂得和遵守社会主义公民的

行为准则。但是，由于长期以来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

误思想的干扰，加上十年动乱的破坏，教育的根本目的被

忽视，结果不少青年学生连做人的基本要求都不知道。发

展到今天不少人只知道追求金钱和享受，缺乏理想和信

念，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精神淡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丧失。有些人甚至失去起码的公民品德，各种不良现象和

犯罪行为大量发生。这种趋势如果任其发展，必然会导致

民族素质的下降。”〔1〕9

二、钱伟长德育思想的主体性

钱伟长先生德育思想的主体性，是指他认为在德育中

应当尊重受教育者的主体地位，应当发挥他们的主体作

用。钱伟长先生认为，受教育者是学习的主体，但并非开

始就是思想道德的主体。对于学生来说，他们终究是要离

开学校、离开老师的。届时，他们必须独立地面对社会上

各种思想的影响，独立地判断和处理各种实际的道德问

题。因此，学校决不能把受教育者当做思想道德的载体，

而必须着力于其思想道德主体的构建。而思想道德主体

的构建，最重要的是要培养受教育者的两种能力，即是非

辨别能力和自我教育能力。钱伟长先生认为，培养受教育

者的是非辨别能力，应当少讲多引导，应当致力于启发受

教育者学习好思想好品德好的自觉性，应当因势利导，坚

持正面教育。他认为，“做思想工作的人必须懂得心理学，

在对方能接受的条件下，才能做好”〔5〕368。他认为，对受教

育者的合理欲望，教育者要尽可能地予以满足；对其不合

理的欲望，最好用一种替代的方式来予以满足。他反对简

单粗暴的训斥和“不许主义”，认为培养是非辨别能力，要

尽可能地让受教育者在一种开放的情境中来得到锻炼。

钱伟长先生还提出，要让学生从事社会实践，“必须要让他

们经受社会的锻炼，学会待人接物，学会了解国情和民情，

与工农打成一片。让学生们有一个责任感，让他们受到社

会的锻炼，正确认识我们的国家、社会”〔1〕368。自我教育能

力是一种在思想和道德上的自学能力，是一种主动适应社

会要求从而不断地在思想和道德上调控自我、完善自我、

发展自我和更新自我的能力。钱伟长先生一直十分重视

这种能力的培养，所以他提出要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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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我们上海工业大学的毕业生一定要学会组织工

作。他毕业后到企业去，应懂得怎样做群众工作。要有这

个能力的训练，当然，我们不会一下子放开，让他们自己

管，还会有人围一个圈保护保护，这是需要的，逐步放手，

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1〕367

三、钱伟长德育思想的实践性

德育的实践性是指德育应当知行统一、注重实践，应

当引导受教育者自觉地从事实践活动。钱伟长先生认为，

要让每个受教育者都懂得一些基本的政治、思想和理论知

识是很必要的，但与之相比，引导他们自觉地从事实践活

动则是更为重要的。钱伟长先生认为，德育的重点不应是

放在对德育理论的传授上，而应是放在对学生的生活实践

的指导上。钱伟长先生提出：“‘两课’改革，关键是理论联

系实际。”〔1〕150钱伟长先生认为，这体现在具体的教育过程

中，就是要做到知行统一。主要应做到两点。一是从范围

和内容上讲，既要组织受教育者参加一些大的社会实践活

动，更要引导他们将正确的政治、思想和道德认识实实在

在地付诸行动。1995年在同上海大学学生干部座谈时，钱

伟长先生说：“我晓得你们来校，很多人考虑自己的问题，

考虑到进入大学，将来能够去做更多的事，更好地被社会

所用。这并没有错。但更应想到的是进入社会。人家对

你们的要求是建立在一个基础上，这就是我们国家要比现

在更好……所以我诚恳地要求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

要帮助其他同志改变小家庭思想，没有国家就没有家庭

……我想向大家说，在四年内大家应改变许多看法：能把

对国家的责任放在第一位。如果大家都这样，那么国家就

会兴旺。”〔1〕406二是从时间和程度上讲，可在一定的时间内

根据实际需要相对集中地开展某些实践活动，抓住政治、

思想和道德建设上的那些基本的东西，引导学生持之以恒

地进行实践，使之养成良好的习惯。针对在一些大学生中

存在的作弊现象，钱伟长先生一针见血地告诫学生：“作弊

是自己欺骗自己。你作弊干什么，无非是要过分数关。你

不要自己骗自己，不要作弊。作弊，在道德上是虚假的。

现在我们讲打击假冒伪劣产品，这也是假冒伪劣。我们以

后逐步也要打，打的开头可以松一些，可以给你记个过

啊。但告诉你们家长后，那就不客气了。再犯，开除。开

学以后，过一段时间，我们可以让表现好的同学再回来。

年轻人是我们的子弟，我们要好好培养他，我们对年轻人

提出的要求是让他走正路。”〔10〕410

四、钱伟长德育思想的整体性

德育的整体性是指在德育过程中应当从对人的教育

的整体上结合智育和体育等其他各育来进行，应当将德育

寓于各学科、各课程的教育与教学之中，应当通过学校、家

庭和社会各方面来予以实施。钱伟长先生认为，人的好的

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是离不开他对文化知识的学习掌

握和他的身心素质的全面提高的，所以他指出：“进行体育

运动不仅仅是为了健康，也不仅仅是为了比赛，更不仅仅

是为了职业，而是要使之成为人生的必要内容，是要进行

意志的锻炼。一个人没有意志，什么事情都办不成！”〔1〕447

这样，即使是思想品德课，也不能脱离知识的教学和实践

的锻炼而对学生进行单纯的空洞的灌输。他指出：“现在

的马列理论课和思想政治课的考试靠背书，这不是我们教

学的目的……学生说，考政治是搞突击，背一两个通宵来

应付就可以了，这就同教材的内容有关。我们的课本不是

教你知识，不是让你去死记硬背，那有什么用。”〔1〕152 而要将

德育寓于各学科各课程之中，就必然要求学校的每个教育

工作者都要从整体着想，要把德育作为自己的一项重要职

责。钱伟长先生指出：“目前在学校德育工作中普遍存在

着一种不正确的认识，即认为德育工作只是德育教师的事

情。这是不对的。德育工作应该由全体教师共同承担。

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每位教师都责无旁贷。人

们把教师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其道理也在于此，教

师的一言一行对青少年学生影响最大。”〔1〕27德育的整体性，

从整个教育系统来看，还体现为不仅是学校，还包括家庭

和社会各方面，各方面都要互相配合，共同来实施对受教

育者的教育。为此他呼吁：“在社会教育中，要注意营造积

极向上的社会风气，运用健康的、社会主义的思想文化产

品，影响青少年。”[1]26他希望：“学校德育工作与爱国主义教

育一样，应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由各级党委宣传部

门担负起指导和协调的责任，帮助学校、家庭及社会有关

部门建立工作联系，协调各方面力量，形成德育工作的合

力。”〔1〕26

五、钱伟长德育思想的师表性

德育的师表性是指教师在对学生进行德育的过程中

应当做到身教与言教相一致，应当重视教育者自身的修养

和行为表现对学生的榜样示范作用。钱伟长先生在谈及

教书育人问题时，回忆了叶企孙、吴有训等老师在做人做

学问方面给予自己及同学们的影响，指出，正是这些老师

的爱国之心、社会责任感和人格的力量，才使得在学生中

能英才辈出。“每当忆及自己的成长史，总能想起青少年时

代时老师对自己刻骨铭心的教诲，有的甚至影响自己一生

的道路”〔1〕27。因而，钱伟长先生对教师队伍寄予了殷切的

厚望，认为教师除了要对学生传授知识，还必须有对学生

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教育和引导，指出“教师不仅

传授科学文化知识，更要塑造受教育者的心灵”[1]525。他认

为，用教师集体的力量来培养学生，是一条做好对学生的

德育工作的有效途径。他说：“教育一个青年，不只是我们

教师有责任，更不能认为学生工作是学生工作部的事。培

养学生是我们共同的责任，学生工作部只是起了一个组

织、推动的作用。教师在讲台上、在与学生谈话之中都对

学生起着教育作用。”〔1〕417他还尖锐地批评以往做思想政治

教育工作中的那种僵化的模式中有个“大问题”：“过去我

们把学生工作都交给学生工作办、团委、政治辅导员，这些

人是组织者，而真正做工作应该是以教师为主……为什么

教师容易在学生中起作用，因为站在讲台上就在教育，你

用不着讲很多话。教师应该注意自己的形象，要为人师表

……要把一种团结，一种进取，一种朝气的精神面貌建立

起来。”〔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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