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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的《小学》是一部反映儒家少年儿童德育

教育思想和观念的经典著作，书中蕴含了许多有

益的德育方法，如养成教育法、情感陶冶法以及循

序渐进法等。这些方法在中国古代德育教育中扮

演了重要角色，为培养符合国家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人才发挥了重要作用。时至今日，如果我们能

着手对这些方法予以创造性地转化，它们仍然能

够为做好未成年人的德育工作提供帮助。

一、朱熹《小学》中的养成教育法及其当代

价值

养成教育是培养学生良好行为习惯的教育。

养成教育既包括正确行为的指导，也包括良好习

惯的训练。习惯是养成教育的产物，它往往起源

于看似不经意的小事，却蕴含了足以改变个人命

运的巨大能量。正因如此，朱熹指出：“小学教人

以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

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

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1]2小学阶段应该教会

孩子打扫卫生和待人接物等基本行为准则和孝敬

父母、尊敬师长以及善待朋友等基本礼节，才能养

成爱亲、敬长、隆师和亲友之道，进而达到治国平

天下的高层次境界。

首先，朱熹认为要从孝敬父母做起，培养儿童

的爱亲之心。一是从生活上关心父母，他引用《曲

礼》中的话说：“凡为人子之礼，冬温而夏淸，昏定

而晨省。”[1]8但凡做儿子的，冬天要使父母感受到

温暖，夏天要让他们感受清凉，在黄昏时，为父母

铺好床铺，在天明时，则要向他们问好。一年四

季，从早到晚都要向父母表达自己的孝心。二是

从精神上慰藉父母，朱熹引用曾子的话说：“孝子

之养老也，乐其心，不违其志。乐其耳目，安其寝

处，以其饮食忠养之。”[1]25意为不仅要把父母的饮

食起居照顾好，而且还要体贴、迎合他们的心，诚

心诚意地去侍奉他们，这才是做儿子应有的样子。

其次，朱熹指出，要从尊敬师长开始培养儿童

的爱师之心。一是亲其师信其道。朱熹认为：“先

生施教，弟子是则。温恭自虚，所受是极。必虚其

心，然后能有所容。极谓尽其本原也。见善从之，

闻义则服。温柔孝悌毋骄恃力。”[1]10老师在施教的

过程中，学生要积极去效仿。要温和恭敬，谦虚谨

慎，深入研究，实践老师所教授的道理。看到老师

在做善事，自己也跟随他做；听到老师的仗义之

举，自己也要信服他。要恭敬地尽着孝悌，不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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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气傲，冒犯师长。二是对老师要恭敬。朱熹指

出：“侍坐于先生，先生问焉，终则对。请业则起；

请益则起。”[1]56老师要提问时，要等他说完问题，然

后再回答。向先生请教问题则站起来，当没有明

白请求先生进一步说明时也要站起来。

最后，朱熹指出要从交友入手，培养儿童的爱

友之心。一是要善于区分益友和损友。“益者三

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

友善柔，友便佞，损矣。”[1]161意为使人能受益的朋

友有三种：爽直的朋友、宽容大度的朋友、学识渊

博的朋友；使人受损的朋友也有三种：圆滑世故的

人、虚情假意的人、不学无术的人和没有真正见解

的人。二是要结交品德高尚的人为朋友。他引用

张载的话“今之朋友，择其善柔以相与，拍肩执袂，

以为气合，一言不合怒气相加”[1]161。现在的人结

交的不是真正的朋友，以为是志同道合的，但是一

旦言语不和便争执起来。真正的朋友应该是“朋

友之际，欲其相下不倦”[1]161。即朋友交往要相互

礼让，“故于朋友之间主其敬者，日相亲与，得效最

速”[1]161。对于那恭敬的朋友，应该与其加深交往，

使自己更快地进步。

由上可以看出，朱熹非常重视养成教育，即在

具体的行为实践中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这一理

念对于我们做好未成年人的德育工作具有很强的

启示意义。

第一，要教育未成年人学会孝敬自己的父

母。一是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替父母分忧。

教育孩子每天要问候下班回家的父母，当父母劳

累时，孩子应主动端茶送水；当父母外出时，孩子

应提醒父母是否遗忘东西或注意天气变化；当父

母生病时，孩子应主动照顾，多说安慰话。孩子应

承担力所能及的家务劳动，这样不但有利于孩子

养成主动做家务的习惯，而且有利于不断增强孩

子孝敬父母的观念。二是从感情上关爱父母。孩

子对父母的情绪和兴趣等应有所了解。要教育孩

子懂得在生活中尽量让家长高兴，发现家长心情

不好时要主动去安慰；还要做父母的知心人，常和

父母聊天、散步，了解父母工作的不易，体谅父母

的辛苦。

第二，要教育未成年人尊敬老师。一是尊重

老师的劳动，上课认真听讲。没有鲜花、没有掌

声、没有众口皆碑的名誉和万众瞩目的地位，依旧

言传身教春蚕吐丝，不怕蜡熄丝尽，只期果硕花

红，这就是老师的全部工作和博大的胸怀。因此，

作为学生一定要体谅老师的辛劳，尊重老师的付

出，把老师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道理都听清楚，

弄明白，这样既体现了对老师的尊重，又能真正学

到知识。二是对老师要有礼貌。尊重老师，首先

体现在礼节上。见到老师要主动热情地打招呼，

学生进老师的办公室或宿舍时应先敲门，经老师

允许后方可进入；学生对老师的相貌和衣着不应

指指点点，要尊重老师的习惯和人格。此外，尊重

教师还包括与教师讲话时语气温和，语调平稳，保

持端正的身体，双目注视老师，认真听讲，等等。

第三，要教导未成年人慎重交友。一是坚持

正确的交友原则。古人说“近朱者赤，近墨者

黑”。这就告诉我们要交志同道合、真诚、正直、有

理想和有抱负的朋友。比如，要交能直陈自己的

过错失误和能开展批评的诤友；要交能给自己指

点迷津，使自己少走弯路的导师；要交能够在学习

上互助、情感上互慰、个性上互补的异性朋友。二

是要懂得朋友之间的相处艺术。真正的朋友应该

是知心、贴心和互相关心的。要维系好朋友之间

的关系，应该做到友善、热情，懂得分享他人的痛

苦和欢乐，了解和体谅他人，富有同情心，愿意帮

助他人。要想获得朋友的信任首先要相信朋友，

真正做到以诚相待才是和朋友相处的根本。要大

度做人，要包容朋友大原则之外的错误和缺点，真

正做到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当朋友遭遇困境时，

应尽自己所能给予热情的帮助，而不能袖手旁观，

更不能幸灾乐祸。

要善于学习别人身上的优点，以弥补自己的

不足，要认识到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和胜过自

己的地方。

二、朱熹《小学》中的情感陶冶法及其当代

价值

情感陶冶法是教育者有目的、有计划地运用

情感和环境因素，以境陶情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

地熏陶和感染，使其在耳濡目染中心灵受到感化，

进而促进其身心健康发展的方法。情感陶冶主要

包括环境陶冶、人格感化和艺术陶冶。朱熹《小

学》中具有丰富的养成教育法，他主张在孩子成长

过程中要有意识地运用情感陶冶法，陶冶孩子的

性情。

首先，朱熹注重运用环境对孩童进行道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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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环境陶冶，即通过创设良好的社会生活环境，

使受教育者的身心长期受到熏陶，以逐渐养成良

好品德。对此，朱熹指出，一是社会环境对儿童道

德品质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他的《小学题辞》说，

“世远人亡，经残教弛，蒙养弗端，长益浮靡”的不

良社会环境，会产生“乡无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纷

挐，异言喧豗”的消极影响，最终会导致“众人蚩

蚩，物欲交蔽，乃颓其纲，安此暴弃”[1]4。在世风凋

敝、利欲熏心的社会里会遮蔽人的先天善性，产生

现实中的恶，不利于培养孩童良好的品德。二是

家庭要为孩子的成长创造良好的环境。朱熹以孟

母三迁为例对此予以说明。“孟轲之母，其舍近

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

母曰：‘此非可以居子也。’”[1]93一迁是因为孟子戏

玩墓边，于是“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炫。孟母

曰：‘此非可以居子也。’”[1]93二迁是由于孟子贪玩，

学演商人自矜奇货的样子，最后“乃徙舍学宫之

旁，其嬉戏乃设爼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

居子矣’遂居之”[1]93。最终孟子“既长就学，遂成大

儒”[1]13。由此可见，父母要为孩子选择有利于接受

正面教育的环境。

其次，朱熹强调运用人格感化对孩童进行道

德教育。人格感化是教育者以自身的品德和情感

为情境对学生进行的陶冶，即通过教育者高尚的

人格来触动、感化和熏陶学生，以促进其思想转

变、积极进取。他以北宋学者胡瑗的事迹诠释了

人格感化的作用。一是要求弟子做到的自己先做

到。当胡瑗“及为苏湖二州教授”时[1]188，“严条约，

以身先之”，即使“虽大暑”[1]188，他也“必公服终日

以见诸生，严师弟子之礼”[1]188，即穿着整齐的制

服，严行师生的礼节。二是以良好的德行感染弟

子。当“解经至有要义”时 [1]188，必然“恳恳为诸

生”[1]188，“言其所以治己而后治乎人者”[1]188，向学生

说明正人先正己的道理。结果他的学生“为文章

皆传经义，必以理胜”[1]188。“信其师说，或尙行

实”[1]188，即便“其弟子散在四方”[1]188，但都“随其人

贤愚皆循循雅饬”[1]188，像胡瑗一样很雅正，很谨

饬，达到了“其言谈举止，遇之不问可知为先生弟

子”的境界 [1]188。由此可见，教育者的人格魅力在

教育孩子的过程中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最后，朱熹十分看重艺术熏陶在感染教育孩

子方面的作用。艺术熏陶指借助音乐、诗歌和舞

蹈等艺术手段的生动形象感染学生，使其在欣赏、

诵读及表演的过程中受到陶冶。朱熹认为只有

“诵诗读书，咏歌舞蹈”[1]126，才能达到“思罔或逾”

的境界 [1]126，进而修身养性。在他看来，如果“教

人，未见意趣”[1]126，那么“必不乐学”[1]126，所以，一方

面应“教之歌舞，如古诗三百篇，皆古人作之”[1]126；

另一方面，还要“作诗，略言教童子，洒扫应对事长

之节，令朝夕歌之”[1]126，从而有利于儿童身心健康

成长。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歌诗舞蹈等艺术形

式，对孩子道德教育的开展很有帮助。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朱熹非常重视运用情

感陶冶的方法，对儿童进行潜移默化的道德教

育。他的这一思想对我们做好未成年人的德育工

作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第一，创设良好的成长环境。一是政府要加

强社会文化事业监管，严厉打击传播淫秽、色情和

暴力等内容的读物和视听产品；文化部门要保证

各种读物精神文化产品的教育性，格调要高尚，要

适合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需要；广播电视和网络

等大众传播媒介，要坚持弘扬社会正气，把握正确

的舆论导向，传播积极向上的思想观点；要集中力

量建设一批适合未成年人学习和活动的场所，如

图书馆、博物馆和体育馆等，要加大资金投入；向

未成年人免费开放一些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充分

发挥健康文化对未成年人的教化作用。二是父母

要为孩子创设良好成长环境。父母要有意识地在

家庭中培养文明健康的生活情趣，如关心时事形

势、热爱科学、爱好音乐文艺、喜欢参加体育活动、

注重文化修养和语言文明等；对不文明的现象，父

母要善于诱导，提高孩子辨别是非的能力，以增强

免疫力。优良的家庭风气是无形的教育手段，对

孩子的成长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要树立

良好家风，家庭成员要具备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

要形成尊老爱幼、和睦互助、谦让有礼、诚实守信、

积极上进和勤俭持家的好风尚。

第二，教育者要塑造自己的人格魅力，以此来

感化孩子。一是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孩子

总是把教育者当作学习和模仿的对象，教育者能

否以身作则决定了能否教育好孩子。比如说，不

让孩子上网，自己就不能打游戏；不让孩子玩手

机，自己就不能用手机聊天，等等。因此，教育者

应该以身作则，严格要求自己，要求孩子做到的，

自己先做到，以自己为典范，为孩子树立榜样。二

是以高尚的品行感染孩子。优秀的教育者应满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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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热爱孩子，尊重孩子，关心孩子，不歧视、辱

骂和体罚孩子，这样才能可敬可亲，让孩子在愉快

的情感体验中接受教育；要有高度的事业心和责

任感，对工作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爱岗敬业，乐于

奉献，这同样会给孩子以影响和感染，有利于他们

走好今后的人生之路。

第三，教育者应充分利用恰当的艺术形式，陶

冶孩子的情操。一是音乐熏陶式教育。音乐具有

文化性和生活性，将音乐融入常规的教育情境中，

可引导学生通过音乐来表达情感。要结合孩子的

日常生活，选择一些他们熟悉的音乐，在轻松愉悦

的氛围中，使孩子主动参与到音乐活动中去，在他

们感受到优美旋律的同时，内心也受到感染。二

是诵读经典。诵读经典不仅可以培养学生的文化

功底，增强学生的文化底蕴，而且更重要的是，在

诵读经典中探寻有利于学生形成良好品德的价值

取向，引导广大未成年人牢固树立心中有祖国、心

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的意识，懂得为人处事的基

本道理，具备文明生活的基本素养，学会处理人与

人、人与社会和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表演历史

典故。历史典故的内涵丰富，且都是与德育相关，

在表演故事时可提高孩子辨别是非的能力，激发

他们感受真善美、表现真善美的情趣，丰富他们的

审美体验，促进他们对美好事物的喜爱和向往，进

而建立起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三、朱熹《小学》中的循序渐进法及其当代

价值

朱熹运用情感陶冶的方法对孩童进行养成教

育，并非常注重循序渐进。他引用程颢的话，“君

子教人有序，先传以小者近者，而后教以大者远

者；非是先传以近小，而后不教以远大者”[1]182。意

为君子教授学生，应非常有秩序，首先传授他小的

和近的内容，然后再传授他大的和远的内容,而不

是先传授近的、小的，而后不教诲他远的、大的。

基于此，朱熹认为孩子在不同的年龄段，应该学习

与之相适应的日常生活礼仪和行为规范。

一是家庭生活礼仪教育。如当孩子自己尝试

吃东西时，就要教他用右手来抓取食物。“子能

食”[1]3，“教以右手”[1]3；当孩子学讲话时，男孩要教

他用刚直的“唯”来回应，女孩要教她用婉柔的

“俞”来回应。“能言”时[1]3，“男唯女俞”[1]3。年满七

岁时，男女坐时不同席子，吃时不共食器，始教之

有别，即“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1]3。到了八

岁，凡在双扇门或单扇门间进出以及就席饮食等，

必在长者的后面。即“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

食，必后长者”[1]3，此之谓“始教之让”[1]3。

二是学校日常行为规范教育。朱熹指出，待

到十岁，便出外从先生，寄宿外面。“十年，出就外

传，居宿于外”[1]3。这时要养成独立生活和学习的

习惯。给他所穿的衣服不能是丝织品，“衣不帛襦

袴”[1]3，使其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当行的礼节，

按照入学后习得的去做，早晚学习儿童应当学习

的礼仪，“礼帅初，朝夕学幼仪”[1]3，使其养成遵规

守礼的习惯。向老师请教课业时，要“请肄简

谅”[1]3，做到有礼貌地应对和谈话。 及至十三岁，

学习八器的音和歌舞等事，并吟诵入乐的诗，至于

舞蹈，舞时以歌《勺》的诗为节。“十有三年，学乐，

诵诗，舞《勺》”[1]4，借此以养人之性情，规范人的行

为。

由上可见，朱熹是非常重视运用循序渐进的

方法对儿童进行道德教育的，这是符合儿童身心

发展规律和认知规律的。他的做法对我们开展当

今未成年人的德育工作，具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第一，在学前阶段，要注重家庭生活礼仪教

育。学前教育阶段的孩子，感性认识能力较强，理

性认识能力较弱，接受知识的方法是直观的和具

体的，理论性较强的知识是很难接受的。因此，要

善于引导孩子参加一些礼仪的实践活动，使其逐

步掌握礼仪。

一是吃饭时，先请长辈入座，并先给长辈盛

饭。在长辈还未动筷之前，晚辈不应自顾自地先

吃起来；在长辈把碗递给孩子时，孩子应双手把碗

接过来，表示对长辈的尊敬；要避免在盘中翻来翻

去。孩子为了吃到自己想要的部分，会用筷子在

盘子里面翻来翻去，有的甚至将自己喜欢的菜从

盘中全部夹走，而把不好吃的留给别人，这是一种

很失礼的行为，并且显得比较自私。不要一边吃

饭一边干别的事情，要提醒孩子，在吃饭时不可以

玩手机、玩具和看电视等；要教育孩子在吃饭后和

长辈打声招呼说“我吃完了，你们慢慢吃”等基本

礼貌用语；饭后应帮助清理餐桌、收拾碗筷或者帮

助洗碗。

二是说话时，要语气平和，言语谦恭。父母要

教育孩子对长辈和友人称呼“您”，对他人提出要

求时要说“请”，与人打招呼时要说“您好”，与人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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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时要说“再见”，给人添麻烦时要说“对不起”，得

到别人帮助时要说“谢谢”。不用带侮辱性的绰号

称呼别人，不说脏话谎话；与人交谈时目视对方，

不东张西望，不随意打断别人讲话，不强迫别人回

答不愿意说的问题；讲话音量和语速要适中，要让

别人听得清楚。

三是见到长辈时，要使用礼貌用语。要教育

幼儿尊敬长辈，称呼长辈必须用尊称“您”或“您

们”，回家和离家的时候要与长辈打招呼。家长教

育幼儿要尊敬长辈，听从教导，要信任长辈，要听

家长的话，不要顶嘴，不要数落长辈的不是；要教

育孩子尊敬长辈，体贴长辈，有长辈陪伴身边时应

请长辈先行，回家要问候长辈辛苦了，给长辈捶

背，搬椅子坐，端茶喝，帮助长辈做力所能及的

事。

第二，在中小学阶段，要注重习惯教育。中小

学阶段的孩子已经具备了判断简单事物的能力，

接受知识的方式已不是简单模仿了，所以更要注

重习惯的培养。

一是让孩子养成文明礼貌的习惯。在学校遇

见老师时，要主动向老师问好，主动打招呼；放学

时，跟老师说声再见；与老师交谈应面对老师，神

情专注，认真听老师讲话，离开时要有礼貌地向老

师道别。要注意同学之间的礼仪礼貌。同学间可

彼此直呼其名，但不能用“喂”“哎”等不礼貌用语

称呼同学；借用学习和生活用品时，应先征得同意

后再拿，用后应及时归还，并要致谢；对同学的相

貌、体态、衣着不能品头论足，也不能给同学起带

侮辱性的绰号，绝对不能嘲笑同学的生理缺陷。

要自觉保持校园整洁，不在教室、楼道和操场乱扔

纸屑和果皮，不随地吐痰，不乱倒垃圾；不在黑板、

墙壁和课桌椅上乱涂、乱画、乱抹、乱刻，要爱护学

校公共财物和花草树木。要遵守社会公德，在公

众场合，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地吐痰、乱扔垃圾；

要遵守交通法规，不违章骑车，过马路走人行横

道；要遵守公共秩序，应排队购票购物，对工作人

员有礼貌；要爱护文物古迹，爱惜庄稼和花草树

木，要保护有益动物和生态环境。

二是培养孩子养成勤俭节约的习惯。现在，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不少家长在物质和经济上

放纵了孩子的享用自由，使他们从小就养成了乱

花钱和浪费的不良习惯。要教育孩子节约每一粒

米，吃饭时不乱倒饭菜；要节约每一度电，出操、午

休、室外课、课外活动等时间里，教室内应及时关

灯；要节约每一滴水，洗手后要关紧水龙头，洗衣

水、淋浴水可用来冲厕所等；要节约每一张纸，不

要乱扔白纸，用过的纸反面可以写草稿等；要爱惜

书本，不乱撕书本，也不乱扔铅笔；要爱护桌椅、门

窗、教学仪器和体育设备等。此外，还应要求学生

在打扮上不要过分，不追求新奇时髦，更不要互相

攀比；不乱花钱，不随便向家长要钱；平时不挑食；

不经常买零食吃，能节约的钱一定要节约等。

三是培养孩子遵守校规校纪的习惯。青春期

前后，孩子的身体更接近于成人，在内心里也向成

人靠拢，形成了一定的道德观念。但是他们的人

格仍未定型，容易受环境的影响而发生改变。因

此，要加强孩子遵守校规校纪习惯的培养。一方

面教育者要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和公共秩序，为孩

子树立良好的榜样。每个老师和家长都应该明

白，当我们教育孩子应该如何做时，应该注意我们

自己是否在身体力行地实践这些道理。另一方

面，要对孩子的行为给予正确的强化，有奖有惩。

应大力表扬遵守纪律和规范的学生，以激发他们

的潜力，树立榜样。一定要让他们积极的行为得

到奖励，可以是精神的，或者是物质的。对违反纪

律的行为，应避免简单的训斥，要耐心地帮助孩子

分析原因和后果，引导他们及时认识和改正自己

的行为；应适当采用惩罚的方法教育孩子，要让孩

子形成一种意识，指导他们为自己错误的行为承

担责任。

综上所述，朱熹《小学》中的德育教育方法，对

当代未成年人的德育教育具有重要的价值。我们

应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吸收其中合理的方面，促

进未成年人德育工作水平不断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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