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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育的整体设计与协同推进是当下高校德育建设的

一项根本任务。为了保证立德树人，坚持全面发展，我们

需要不断加强德育系统的构建，“用整体的、动态发展的眼

光协调好德育内部各要素之间、德育与整个教育体系之

间，以及德育与社会道德环境之间的关系”，不断深化德育

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国家、社会与个体的三个层

面的分层，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完成德育系统的构建，完

善德育的整体设计。

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与德育内涵的深化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次得到

了全面而清晰的表达：“倡导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倡导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倡导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积极

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明确从（富强、民主、文明、和

谐）、社会（自由、平等、公正、法治）和个人（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三个层面进行表述。

首先，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注重的是理念构建，它

从经济、政治、文化和生态等各个层面为国家的基本方针

政策提供了依据，也从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对国家发展提

出了整体目标。其次，核心价值观的社会层面讲求的是制

度建设，它为公共领域的规范与公民德性的建设提出了要

求，这既是对个体进入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进行制度

上的规范，也是为政府关注公民权利、推进个人福祉提供

了制度上的保证。最后，核心价值观的个人层面强调的是

道德提升，它围绕社会、工作、家庭等领域明确了个体需要

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对个体发展进行了规范和指导。核心

价值观的三个层次互相关联，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对

个体的价值取向、社会的价值需求和国家的价值目标进行

了阐明。[1]

对于学校德育工作来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分层

有着特别的意义——它为德育的整体设计指明了方向。

十八大报告强调，一切教育活动都要将“立德树人”作为根

本任务，以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人”为

最终目的。这一论断凸显了德育在整个教育体系中的核

心位置。但在强调德育的重要性时我们也需要注意避免

一个可能存在的误区，那就是，将“立德树人”的“德”直接

等同于某种“独善其身”式的“私德”，将德育的目标片面理

解为促进孤立个体的内在发展。事实上，德育的目标并不

仅仅在于培养拥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个体，同样在于塑造拥

有公共精神的公民和超越一己之身、关注普遍价值的理性

存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的讲话中指出：“核心价

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

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显然，

不仅是核心价值观个人层面所关注的道德提升，国家层面

所关注的理念构建和社会层面所关注的制度建设同样需

要依托德育工作展开，它们同样是“立德树人”的重要任

务。同样，“人的全面发展”不再仅仅指向个人的内在完

善，它也对个体、社会与国家三个层次的上下贯通与有机

整合提出了要求。

从这个意义上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提出既在理

论上阐释了“德育为先”的基本方针，也在实践上为我们进

行德育的整体设计提供了重要指导。首先，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对于个人、社会、国家三个层次的划分深化了德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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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内涵：德育应使人达成小我与大我的贯通为一，将“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贯彻在道德提升、制度建设和理念构建

的方方面面中，贯彻在个体、社会与国家的互相促进与共

同完善中。其次，社会主义价值观对德育工作的开展提出

了具体要求。习近平在上海考察中指出：“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要注意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日常

化、具体化、形象化、生活化，使每个人都能感知它、领悟

它，内化为精神追求，外化为实际行动，做到明大德、守公

德、严私德。”在此有两点特别值得我们注意：一是内化与

外化的平衡，二是大德、公德和私德的贯通。为了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需要深化德育内涵，构建德育系

统，通过德育的整体规划来保证个体、社会与国家三个层

次的有机关联与有效统一。

二、德育系统的纵向延伸：内化与外化的平衡

尽管十八大提出的“立德树人”与“全面发展”为德育

工作提供了基本方向，两者的关系依然需要进一步解释。

“立德树人”揭示了一切以人为目标的教育活动都要将“立

德”作为基本前提。我们需要坚持德育为先的基本方针，

为德育寻求某种稳固的理论内核。“全面发展”强调受教育

者的个体发展与个体实现必须得到充分的尊重。这两点

可以分别用“共性塑造”和“个性培养”来概括。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分层揭示了“共性塑造”与“个性发展”的内

在关系。

首先，当我们强调核心价值观的国家层面时，我们确

实是从意识形态的战略高度进行宏观理念的构建，以此来

为整个国家的发展提供方向上的指引。然而仔细考察“富

强、民主、文明、和谐”的内涵我们会发现，这些宏观理念并

非是压在个体之上的沉重负担，相反，它们作为对人类文

明精华的理智表述，是一切个体追求自我完善行为背后的

真正精神依归。在此，“大我”的完善为“小我”的实现提供

了理论指引，而共性塑造也就充当着个性发展的精神基

础。

其次，当我们强调核心价值观的个体层面时，我们确

实是在关注个体在社会交往、职业发展、家庭生活等诸多

活动中成就的各种道德品质。然而，当“爱国、敬业、诚信、

友善”这些具有强烈精神内涵的价值观念被确定为个体道

德提升的着力点时，道德提升就不再仅仅关乎个体的内在

完善，它必须通过外化于行的过程，在公共领域中得到真

正的树立。这样一来，在道德提升的过程中，不同个体对

于自我实现的共同追求就最终汇集为文明建设的整体提

升，并指向宏观理念的现实。在此，“小我”的完善为“大

我”的实现提供了现实基础，而个性发展也就成为了共性

塑造的实践保证。

最后，处于国家层面和个体层面之间的，即核心价值

观的社会层面，主要关注的是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与公民

德性的建立。这一层面的倡导既对个体进行了最为直接

的张扬，也对个体进行了最为严格的约束。一方面，它们

将每一个体看作独立的自由主体——对自我实现拥有绝

对权利，另一方面，它们又将每一个体看作是社会共同体

的普通一员——对理念落实负有绝对义务。归根到底，只

有当我们成功地从自我发展转向公共福祉，从个体之人转

向人类整体，我们才能在坚持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善的

同时，保证宏观理念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展现。

可以看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个体、社会与国家的

分层并不是一种静态划分，而描述的是抽象理念的内化与

个体本质的外化所达成的某种动态平衡。一切个体的自

我完善必定会伴随着“外化于行”的实践活动，为宏观理念

的实现提供现实基础；同样，一切宏观理念的现实运行必

定会伴随着“内化于心”的精神影响，为具体个人的实现提

供理论指引。将这一结论运用于德育的整体设计，我们就

能够从纵向延伸的角度进行德育系统的构建，即达成共性

塑造与个性发展的均衡。一方面，在德育活动中讲求共性

塑造，就是在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原则，强调个体发

展必须依据宏观理念而展开。在共性塑造的维度下，受教

育者必须明确人的自我限定，服从社会需求与国家意志，

在具体社会关系与文明形态中中寻求自我的定位，将小我

看作是大我的自然产物。另一方面，在德育活动中讲求个

性发展，就是在坚持人的全面解放与全面发展，强调一切

宏观理念的实现过程都不能压制个体自我实现的基本诉

求。在个性发展的维度下，受教育者必须明确人的无限自

由，主动为自身的一切行为负责，担负起特定的社会职责

与文化使命，将大我看作小我的自然延伸。

三、德育系统的横向铺展：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的

贯通

为了继续完善德育的整体设计，我们需要结合核心价

值观的三个层次，对德育体系的构建进行更为细致的探

讨。有如下三个问题：其一，内在于个体的德性品质究竟

如何通过“外化于行”，最终服务于宏观理念的实现？其

二，外在于个体的意识形态究竟如何通过“内化于心”，最

终服务于具体个体的实现？其三，外化过程与内化过程究

竟如何在公民德性的建设中得到贯通？事实上，这三个问

题恰恰可以与核心价值观三个层面的具体内涵，即“明大

德、守公德、严私德”相互对应。在此我们需要对“明大德、

守公德、严私德”的意涵进行说明，解释核心价值观的三个

层面分别在什么意义上可以被归结为一种“德”。

1.“严私德”与德性品质的养成。我们可以将核心价

值观的个体层面所提出的德育要求概括为“严私德”，它主

要关注德性品质的养成。如最早将“德育”一词引入现代

汉语的王国维认为，教育的宗旨就在于“使人为完全之人

物”。而德性的建立，正是成为“完全之人”的关键。王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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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对德育的强调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他强调德性的建

立是内发而非外铄的，促进个体的自我觉醒与内在完善是

德育的关键；其次，他强调“教化”与“风尚”之紧密关联，唯

有当个体建立起作为立身之本之德性，我们才能进一步从

政治、社会、文化乃至意识形态之角度谈论各种道德风尚

的形成。

但是“严私德”的提出并非倡导某种“独善其身”的避

世哲学。相反，自我完善的最终依归是理想人格的建立和

人性的完善。我们关注的并不是孤立的原子个人，而是在

社会发展与国家建设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文化人与理性

人。个体对于内在价值的追求必定在外化为行的过程中

得以升华，凝结为某种影响与指导一切个体发展的文明精

神与普遍价值。而不同个体追求自我实现的行为也将形

成合力，与宏观理念的实现关联起来。相应的，在进行德

育的整体设计时，我们也需要将“个性发展”看作是“共性

塑造”的必要前提，将个体的全面发展看作一个将个体的

“内在德性”不断“外化于行”，为宏观理念提供现实根据的

实现过程。

2.“守公德”与社会风尚的树立。我们可以将核心价

值观的社会层面所提出的德育要求概括为“守公德”，它主

要关注社会风尚的树立。在此，公共领域的制度建设和公

民德性的树立成了德育的核心问题。著名教育家蔡元培

强调教育要以“公民道德教育为中坚”。新国民的道德教

育必须围绕“公民的塑造”与“公共精神的培育”而展开。

在此，公共领域的引入引发了对于“自我完善”的全新理

解，我们关注的不再是个体的自我觉醒，而是各种社会、文

化共同体中自我与他人的共同福祉。个体与共同体有着

双向关联：一方面，个体不再将“内在修为”看作是道德核

心，而是意图从“修身齐家”进一步扩展为“治国平天下”，

将共同体的完善看作是自我完善的自然扩展；另一方面，

个体也更为清醒地认识到特定社会文化情状在其自我发

展过程中所起的关键作用，将自我完善看作是共同体完善

的逻辑后承。结合两个方面，谈论自我完善，既是在探讨

公民个体如何在自我发展过程中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力量，

又是在探讨社会共同体的制度建设如何造就出具有公德

的公民个体。

“守公德”的提出最为明确地体现了德育的“实践转

向”：一方面，每一个体意图在包罗万象的公共生活中发出

自己的声音，明确自己的价值；另一方面，每一个体也能够

自觉地按照社会共同体的需要进行自我规定与自我限制，为

其他个体的自我实现提供服务与帮助。落实到德育系统的

构建中，“守公德”关注的是社会风尚的树立，其根本任务在

于引导受教育者将自我的内在发展与宏观理念的贯彻通过

具体的实践活动同时展现出来。相应的，在进行德育的整体

设计时，需要取得“个性发展”与“共性塑造”的均衡，将受教

育者培养成为真正拥有公共精神的出色公民。

3.“明大德”与意识形态的建设。我们可以将核心价

值观的国家层面的德育要求概括为“明大德”，它关注的是

意识形态的建设。德育不能直接等同于意识形态的灌输，

但意识形态的建设必须成为德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在

德育的整体设计中占据重要的位置。

从具体内容来看，意识形态的建设与德性品质的养成

似乎是完全分离的。后者从具体个人出发，关注每一个体

最为直接的生命经验，而前者就宏观理念出发，关注人类

文明的整体形态与发展方向。作为特定社会关系、历史条

件与文明形态的产物，每一个体具备的一切自我发展与完

善的需求都为特定意识形态决定与影响——无论个体对

于这一情况是否抱有清醒的自我意识。而“明大德”的核

心，就在于从理智上认识到意识形态对每一个体生命产生

的影响，认识到宏观理念的逻辑进程如何规定着每一个体

的自我发展。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明大德”的要求是在宣传某种过

于严苛的历史决定论，用宏观理念的实现来压抑个体生命

的涌动。相反，它恰恰是要鼓励个体超越一己之身，在“大

我”的实现中寻求“小我”的完善，将超越维度引入到个体

的生命经验中。必须承认的是，由于意识形态教育无法直

接触及个体的生命体验，它容易流于形式主义与教条主

义，表现为一种生硬粗暴的思想灌输，压制个体生命自我

发展的自然需求。解决这一困难的方式并非是取消意识

形态教育本身，而是将意识形态的建设纳入到个体的自我

认识与自我反思过程中去。唯有当个体能够对各种决定

社会变迁与文明发展的宏观理念进行充分的理智思考，获

得对普遍价值的理智认同，他才能真正建立个体生命与宏

观理念的关联，将意识形态“内化于心”，在人类文明的整

体进程中去理解其自我发展与自我实现。

落实在德育系统的构建中，“明大德”关注的是意识形

态的建设，其根本任务在于引导受教育者将“实现大我”落

实在“完善小我”中，将宏观理念的逻辑关联看作是自我实

现与自我完善的必然。相应的，在进行德育的整体设计

时，我们需要将“共性塑造”看作是“个性发展”的必要前

提，将“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看作是一个不断将宏观理

念与意识形态“内化于心”，不断将超越维度引入个体生命

的实现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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