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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是我国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自宋以后，元、
明、清的教育无不受朱熹思想的巨大影响。考察朱熹

关于德育目的、德育内容、德育方法、德育发展阶段的

论述，取其新、舍其旧，对我国中小学德育有重要的理

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一、朱熹主要道德教育思想

在德育目的上，朱熹根据其哲学思想以及古传的

划分，把教育阶段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

学”和“大学”具有不同的目标定位：“小学”强调“成

人”的教育目标，而大学的教育目标则是在前者的基

础上得以“成智”[1]。“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

之学.”[2]在朱熹看来，所谓“成人”，就是一个人从自然

人转化为社会人的过程，是一个人摆脱原始性、蒙昧

性、野蛮性变得有理性、有教养的过程，是一个人经过

教育并通过“成人礼”的洗礼，开始承担社会责任的过

程。而“成智”的教育主要是“增长见识”，类似于我们

今天所指的“智育”。总之，朱熹在教育的目的上强调

培养德才兼备的人才，并且要德育为先，以德统才。
在德育的内容上，朱熹的教育思想主要涉及到

“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以及礼仪教育的问题。首先，

在“理”和“利”的关系问题上，朱熹主张“存天理、灭人

欲”。虽然朱熹的这一主张成为了今天众多批评者的

的矢，但这一提法在当时具有现实针对性。他在《学校

贡举私议中》指出：太学“但为声利之场，而掌其教事

者，不过取其善为科举之文而得隽于场屋者耳”。再让

我们联想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的话，

“存天理、灭人欲”这种以理统欲的主张是针对时弊

的。至于“礼仪教育”的问题，是整个封建社会的道德教

育载体，这在自宋以后的理学教育体系中也不例外。
在德育的方法上，朱熹强调师者的模范表率作用

以及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为了教育学

生，朱熹不仅严格要求自己，甚至还特意邀请时贤名

流到学校任教，“访求名士，以为表率”。朱熹还特别重

视群体成员之间相互影响的教育作用，他说：“学校规

矩虽不可无，亦不可专恃，须多得好朋友在其间表率

劝导，使之有向慕之意，则教者不劳而学者有益。”[3]同
时主张对学生加强伦理教育，改善教学方法，“无牵于

章句，无滞于旧闻，要使之知所以正心诚意于饮食起

居之间，而由之以入于圣贤之域，不但为举子而己”。
在德育发展的阶段理论上，朱熹主张教育应该有

先有后、循序渐进。朱熹认为八到十五岁为小学教育

阶段。在这个阶段，德育的任务是“教事”，即让儿童在

日常生活学习中通过具体的行事懂得基本的伦理道

德规范、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他说：“小学是事，如事

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只是教他依此规矩去做。”[4]

他还专为蒙童编写了《蒙童须知》,从“衣服冠履”、“语

言步趋”、“洒扫涓洁”、“读书写文字”和“杂细事宜”五
个方面对儿童日常生活中应遵守的道德规范、礼仪规

矩、行为举止等作了极为详细的规定。十五岁以后是

被朱熹称为“大学”教育的阶段。德育在这一阶段的任

务是“教理”，也就是“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小学是事，如事君、事父兄等事。大学是发明此事之

理，就上面讲究所以事君、事父兄等事是如何”[5]。朱熹

还认为，这两个阶段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二者的

区别在于“小学之事，知之浅而行之小者也；大学之

道，知之深而行之大者也。”二者同时又是紧密联系

的，他说：“学之大小，固有不同，然其为道，则一而已。
是以方其幼也，不习之于小学，则无以收其放心，养其

德性，而为大学之基本。及其长也，不进之于大学，则

无以察其义理，措之事业而收小学之成功。是则学之

大小所以不同，特以少长所习之异宜，而有高下、深
浅、先后、缓急之殊。”[5]

在教育的管理上，朱熹主张“德主刑辅”。朱熹认

为学校的教学管理不但要有必要的规章制度，更重要

的是要以思想教育为主，他把学校规章制度的制定、
实行，同德育的教育管理目标结合起来，他说：“学校

之政，不患法制之不立，而患义理之不足以悦其心。”[5]

要求教人者能“知其心”，言“中其情”。以德为主，就要

切实提高德育的成效，而德育的成效则取决于施教者

和受教者能否将心知心，情感交融。
二、朱熹德育思想对中小学德育的启示

1.做事为主———辅之以理。朱熹认为“小学”教育

阶段是人生的 8~15 岁，并为“小学”制定的一个重要

教育理念：在儿童“成人”教育的路上，“小学”德育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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侧重于“事”，“大学”才侧重于“理”。朱熹反复说：“小

学是直理会那事，大学是穷究那理。”“小学者，学其

事；大学者，学其小学之事之所以。”“小学是事，如事

君、事父、事兄、处友等事，定是教他依此规矩做去，大

学是发明此事之理。”朱熹的这些主张在一定程度上

是符合心理学规律的。根据布鲁纳的认知生长理论，

儿童的认知生长要经过动作表征、映像表征和符号表

征三个阶段。在动作表征阶段，儿童主要靠动作来认

识了解周围的世界；动作表征是认识的基础，但却使

用终生。皮亚杰认知发展理论也认为：认知发展的过

程是一个结构连续的组织和再组织的过程，过程的进

行是连续的，但它造成的后果是不连续的，故发展有

阶段性；发展阶段是按固定顺序出现的，出现的时间

可因个人或社会变化而有所不同，但发展的先后次序

不变。根据以上认识，我国中小学阶段的德育应该以

“做事”为主，在儿童的生活世界中“从做中学”，这是

符合道德发展基本规律的。但是“做事”和“明理”又不

是截然分开的：发展阶段又是以认知方式的差异而不

是个体的年龄为根据[6]。儿童在做事的过程中一直试

图在明理———做事的过程即是明理的过程，但是儿童

发展的年龄特征决定了中小学的德育只能以做事为

主、辅之以理。在这个教育过程中，要为学生创造良好

的校园文化氛围，特别是教育者一定要为学生树立模

范表率的形象，并通过一些现代道德教育活动，形成

儿童良好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能力。
2. 德育引领———四个学会。在朱熹的教育体系

中，德育无疑是教育中的首要任务，“成人”的教育要

优先于“成才”的教育。“小学”的主要教育任务是“成

人”的教育：通过教之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
射御、书数之文，使儿童成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人。从朱

熹的教育主张来看，隐含着这样的逻辑：学会做事→
学会认知→学会共同生活→学会生存。“做事“是朱熹

教育主张的起点，儿童要先掌握正确的做事方法，然

后再明其理。学习做事还有一个重要的教育目的，那

就是要学会如何与别人打交道，在朱熹看来就是要学

会如何与君、亲、师打交道；知道了如何与别人打交

道，建立起良好的人际关系，就达到了“乐群”的教育

目的。通过学会做事，建立起和谐的人际关系之后，射

御、书数之文的学习才有坚实的道德土壤，培养出来

的人才能够德才兼备。朱熹这种先学做事、德育引领

的教育思想对我们现代中小学教育无疑有重要的启

示意义。中小学教育应该德育为先，为培养人才打下

坚实的基础，雕琢好中小学生这块“璞玉”；通过各种

各样的教育活动，培养中小学生与人交往的能力，培

养他们正确处理自身与家庭、社会的关系的能力，以

及独立判断、处理生活问题的能力，逐步养成知荣明

耻、尊敬师长、相互尊重、友善宽容等文明行为，在此

基础上发展学生的生存技能。
3.仪礼载道———重构礼教。朱熹的道德教育秉承

我国古代的教育传统，可谓是“礼仪载道”，而我国古

代重视“礼教”的传统也为中华民族赢得了“礼仪之

邦”的美誉。然而反思我们当今的学校道德教育，最缺

乏的就是礼仪教育，尤其缺乏日常生活行为的礼仪教

育。因此，重构礼仪教育，对中小学生进行现代礼仪教

育是一个迫切的课题。
4.统筹规划———注意衔接。朱熹关于道德教育的

论述体现了一种统筹规划和相互衔接的教育理念：朱

熹不仅把学校教育划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教育

阶段，而且为每个阶段的教育设计了具体的目标、内
容、方法和策略。这种统筹规划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

的现实意义：目前我国学校德育系统分为幼儿、小学、
初中、高中、大学等子系统，每一子系统又包括若干个

子要素。目前我国大、中、小学德育衔接性不强，甚至

有各成体系、断代以及缺位嫌疑[7]。虽然国家在政策上

对大中小学德育衔接工作的规定并没有缺失，但小

学、中学在以智育为核心的导向下德育出现了难以摆

脱的困境：中小学道德教育的地位被严重边缘化；道

德教育本身被严重抽象化，脱离日常生活基础；德育

方法主要靠苍白的“说教”和“灌输”；教育内容重复而

陈旧；大、中、小学德育缺乏统一的执行和管理；德育

评价方法不科学。造成的结果是：儿童“知”与“行”不
能很好统一，德育课从小学到大学都是必修课程但教

育效果欠佳。因此，我们应该把中小学德育放在大、
中、小学德育的大系统中去考察，从德育的目的、内
容、方法以及儿童道德发展问题上进行统一规划、整
体部署，并在教育管理上确保这一德育理念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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