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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庆| 重庆市渝中区马家堡小学校长，高级教师 ( 重庆 400000) 。

运用伦理学理论培育学生
人文科学素养的实践

◆ 晏庆

［摘 要］“育才造士，为固之本”。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才，这是古今中外已经达成的共识。中国古代

的许多思想家如孔子、孟子等诸子百家，提出了许多育人的文化思想。本文从在伦理学道德理论的学习

实践中探讨培育青少年学生人文精神，科学素养思品教育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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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

大会上提出，中国共产党人 “坚持不忘初心、继

续前进”，就要坚持 “四个自信”，即 “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四个自信”中最根本的是文化自信，而

文化自信的底气和依据，就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

的优秀传统文化。
“立德树人”是学校的根本任务之一，为落实

“立德树人”，学校要把中华传统文化与学校的办

学理念、校训校风、育人目标等校园文化融合发

展，培育青少年学生的人文精神和科学素养，形

成良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担当民族复兴的

伟大重任。以下笔者结合近年来重庆市渝中区马

家堡小学在学生思品课教学中应用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中的伦理学道德理论，结合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探讨培育青少年学生人文精神、
科学素养方面的理论与实践问题。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伦理学道德理论包括道德

元理论 ( 要求在学校政治课传统文化的教学中必

须坚持社会主义道德方向，遵循实施间接引导、
追求公平正义等基本原则) 和德性论 ( 西方和

儒家代表着两种不同的德性传统，西方以个人主

义为 支 点，建 构 社 会 生 活 制 度，儒 家 坚 信 人

的伦理本真和教化，追求超越己身的社群优先和

做人伦 理，这 对 培 育 公 众 美 德 具 有 重 要 的 时

代意义) 。

一、坚持人性化的教育，对被教育者感情

投入，充分尊重人的个性化发展

伦理学道德理论的一个重要观点是人性化，

坚持以人为本，重视人的个性化发展。因此，在

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中，注重人性化的情感

教育非常重要。教师要使学生基本接受自己的思

想和观点，首先必须进行感情投入，缩小二者之

间的距离。
实施有效德育，让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创造

性得以充分展示，这也是以人为本的重要内容。
有效的德育内容既要考虑内容和活动本身的凝练，

有充实的信息点，让学生能很快发现自己的闪光

点，找准突破口，明确学习目标和前进的方向。
例如，马家堡小学一位学生家长写给教师的信中

提道，因为他工作常常在野外，流动作业的客观

原因不能很好地管理孩子的学习，希望教师把学

生当自己的子女一样给予关爱。这封信情真意切，

字里行间充满爱意。这封信虽然是写给班主任的，

也好像是写给全体学生的，字里行间充满家长对

孩子成长的关心和希望。我们把这封家书在德育

课读给全班学生听，引起了强烈振动，许多学生

流下了激动的热泪。学生们在讨论中说: “我们的

父母为了工作，为了我们的学习，为了一家人的

生计，付出了许多的牺牲。他们长年累月在外奔

波，风里来，雨里去，还关心惦记我们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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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什 么 理 由 不 能 好 好 学 习，刻 苦 锻 炼 自 己

呢?”这封信表达了家长与孩子、家长与教师平日

里没有表达的情感，这正是中华传统文化中伦理

教育的一种良好的教育方式。

二、关注人的生命价值，注重对情感的体

验和经验的积淀

伦理学理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十分关注人

的生命价值。道德教育的起点和目标都是指向生

命的。基础教育阶段的中小学生还处于身体发育

和三观形成时期，并且学生每天的大部分时间是

在学校度过的，学校生活仍然是构成他们生活经

历的重要部分。因此，在学校德育教育教学中，

教师应重视校园生活蕴含的教育契机和资源，基

于学生的日常校园生活实施情感性的道德教育，

在其中播撒、寻找涵养学生道德品质的种子。

三、用伦理学的道德理论培育学生人文精

神，全面提高青少年学生核心素养

人文精神符合伦理学道德理论中尊重人的自

然属性和人的本质、本能的自我发展。
培养学生的人文精神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帮助

广大青少年学生全面提高核心素养。为提高学生

核心素养，重庆市渝中区马家堡小学在大力开展

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和培养学生人文精神和科学

素养中，努力把中国传统文化与校园文化有效结

合起来融合发展。
综上，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要坚持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

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的 “四个自信”要求，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为建设祖国兴教办学，培

养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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