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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德育思想对大学生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内化教育的启示

●王 洁

摘 要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键是引导大学生从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将其内化为个

人的信念和意志，并最终落实在日常生活、学习等各个方面。孔子德育思想非常重视个体的情感体验和实践，知、情、意、
行各阶段的及时转化，是孔子德育思想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高校要从孔子德育思想中汲取智慧，从知、情、意、行的角

度探索如何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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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举国上下贯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背景下，

研究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教育，对大学生真

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重要意义。大学生是否从

情感上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将其内化为个人的

信念和意志，最终落实在日常生活、学习的各个方面，是

检验大学生是否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标准。《论

语》是体现孔子德育思想的主要著作，全书共有 20 篇，以

孔子的言行为主，也夹杂其弟子的言行。孔子德育思想并

非禅学神秘入定或顿悟，而是十分重视人的主观道德认知。
当前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化教育，要从孔子德

育思想中汲取智慧，从知、情、意、行的角度探索如何培

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一、“知”———道德认识阶段

重视对道德规范和准则的切实认知，是孔子德育思想

的突出贡 献。孔 子 创 立 了 以 “仁”为 核 心 的 思 想 体 系，

“仁”是众德之总，也是孔子道德教育的核心内容。孔子

所说的“仁”内容十分广泛。他对“仁”的解释也是多样

的，最基本的含义包括三个方面，即“仁者爱人” “克己

复礼为仁”“孝悌为仁之本”。在“仁”的统摄下，孔子提

出一系列 的 德 育 概 念，如 恭、宽、信、敏、惠、刚、毅、

木、讷、勇、敬、俭等。孔子主张“为仁由己，而由人乎

哉”［1］，强调不是出于外界的强制，而是通过自身的理性

自觉从而对道德规范和准则加以认知、认同。 “好仁不好

学，其蔽也愚; 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 好信不好学，其

蔽也贼; 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 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

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2］孔子认为，学习道德知识是德

育过程的开端，某些道德品质必须通过系统的理论学习，

才不会发生偏差流弊。
同样，培育大学生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晓

之以理，从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充分阐释社会主义

核心价值观的科学内涵，让大学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具有明确的认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倡导“富强、民主、
文明、和谐; 自由、平等、公正、法治; 爱国、敬业、诚

信、友善”，这 24 个字的高度概括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内涵。
高校要充分利用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党团活动、校园文

化建设、网络平台等多种方式，以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表现

形态、通俗易懂的语言，充分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内涵。“价值观的确立不是外部可以强加的，是一个陶冶养

成的过程，是一种人们价值选择的自我内化过程。”［3］高校

思政教育者在阐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内涵时，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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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能从影响中华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两千年之久的孔子儒学

的角度娓娓道来，让大学生知晓这一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

就能唤醒大学生深层次的文化心理需要，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缘起产生探求的兴趣。因此，学习了解孔子德育

思想的过程，既是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探寻，也是对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深刻理解乃至认同的过程。诚如孟

子所说: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

矣，故曰‘求则得之，舍则失之’。”［4］

孔子的德育思想非常重视君子人格的塑造。 “君子”
一词在《论语》中出现 107 次［5］，并被赋予深刻的道德含

义，孔子对君子提出“三戒”“三畏”“九思”等诸多要求

和赞美。孔子认为: “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 得见君子

者，斯可矣。”［6］人人未必能达到“圣人”的境界，但一般

人通过努力就能达到 “君子”人格的高度。诚如胡适所

言: “孔子指出一种理想的模范，作为个人及社会的标准，

使人‘拟知而后言，仪之而后动’。他平日所说 ‘君子’
便是人生品行的标准。”［7］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启发大学生依

照孔子倡导的君子人格，引导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探

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历史文化渊源，并结合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的时代特点，借鉴吸收“君子人格”的有利因

素，充盈自身的人生品行。
二、“情”———道德情感阶段

重视道德情感的陶冶，是孔子德育思想的显著特点。
道德认知如果未能上升为道德情感，那么这种道德认知大

多是不稳固的。孔子说: “心有所忿懥，则不得其正; 有所

恐惧，则不得其正; 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 有所忧患，

则不得其正。”［8］孔子很注重对学生道德情感的培养，通过

正面的情感教育，最大限度地调动人们善良本心，使之时

时处于警觉状态。孔子重视诗教和乐教在完成人的德行中

的积极作用，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9］。他

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10］，认为

由“知之”到“乐之”，是低层次情感到高层次情感的转

化。因此，孔子很重视情感在教学中的应用，他对学生倾

注了关爱和真情，以情感人、以理服人，让学生在不知不

觉中接受了道德教育。他的学生颜渊曾说: “夫子循循然善

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11］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就是对他们

动之以情的过程。列宁说过: “没有人的情感，就从来没有

也不可能有人对于真理的追求。”［1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

育只有抓住“情感”这一促进大学生个体发展的内在动

因，才能激起大学生对教育者情感上的接近、尊重与信任，

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及其要达到的目的，并产

生强烈的追求、实践的欲望。大学生这种情感活动的发生、
进行，是他们追求、内化、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容、

目的的推动力量。孔子对“仁”的解答因人而异，但从未

离开具体生活。因此，高校思政教育者要真诚关注大学生

日常学习、生活、交友、心理健康等与大学生关系密切的

各种元素，让大学生真切感受到关心，从而拉近与思政教

育者的距离。此时思政教育者再以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事

件和社会上各种新闻热点为例，充分调动大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让大学生对各种事件进行分析说理，引导大学生的

道德觉悟，从而循循善诱地引导大学生悦纳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过程中，思

政教育者要特别注意和大学生之间的平等交流。“自尊和受

人尊敬是人的一项基本需求，在尊重和平等的前提下，大

学生的深层次需求和自身的主动性才能激发出来。”［13］高校

思政教育者可以借助师生之间思想、知识交流，对大学生

的情感乃至价值观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三、“意”———道德意志阶段

优秀道德品质的养成过程十分艰苦，孔子很强调道德

意志的培养。孔子认为，一个人为学修德首先要立志，要

具有为实现自己的志向而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即“三军

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14］。其次，要对 “志于道”
有信心、有信念，故曰 “我欲仁，斯仁至矣”［15］。最后，

要有恒心。明确了志向，坚定了信念，还要经得起各种欲

望的诱惑和艰苦环境的磨炼。
孔子认为，人生活在社会上，不应该以个人眼前的物

质生活为满足，还应该有精神上的更高追求。因此，高校

思政教育者要引导大学生立足现在，面向未来，确立志向，

树立人生的目标和理想，作为个人努力的方向。孔子说:

“君子不器。”［16］意思是作为一个君子不应该过多地追求功

利性的东西，而应该崇尚“道”，追崇那些看似无用实则

颇为有用之 “道”，这种“道”要求君子有远大的抱负。
只有达到“不器”之境的君子，才是真正的君子。对大学

生而言，好好学习，将来找一份好工作，固然重要，但人

生不能仅止于找到一份好工作，因为工作只能解决生活生

存问题，并不能解决人们追求生活价值、人生意义、心灵

拯救、精神慰藉等安身立命或终极关怀的问题。目前，大

学生群体存在“道德危机” “信仰危机”等问题，究其根

源，在于缺乏理想信念的引导。大学生需要科学、正确的

理想信念来指引人生的方向，让大学生活以及未来的人生

追求更加有意义、有价值。因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确立为大学生的理想信念，不仅是党和国家对大学生的殷

切期望，而且是大学生个人思想不断成熟、确立精神家园

的需要。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借鉴孔子“克己内省”的自我道德

修养方法，在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上，引导大

学生进行自我教育。孔子说: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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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也。”［17］他认为，“克己内省”是日常必用的修养方法，

应积极提倡。经常自我反省，省察改过，不断提高道德修

养，就能做到“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18］。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从根本上说是自我认识、自我教育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虽然会受到很多外在环境的影响，但最终

还是取决于个体有无自我教育的自觉性，孔子说的“为仁

由己”就是这个道理。苏霍姆林斯基说过: “只有能够激

发学生去进行自我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19］高校思政教

育者要全面、及时了解大学生思想观念、价值取向、心理

需求、道德标准等新变化，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客

观评价自己，引导大学生进行经常性的自我反省，启发大

学生的道德觉悟，使大学生正视自己的不足，激发他们自

我教育、自我发展的潜能，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要求

和内容“内化”为他们自身的道德思想、情感和意志。
四、“行”———道德行为阶段

道德意志只有通过具体行动才能体现出来，语言辞藻

不足为据。孔子特别重视弟子的德行， “子以四教，文、
行、忠、信”［20］。 “文”只是“四教”中的一种， “行、
忠、信”三者都属于“德行”。孔子说: “君子无终食之间

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21］造次颠沛而不改其初

衷，才是真君子。孔子反对言行相违的伪君子。他说，“君

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2］，“听其言而观其行”［23］，要求学生

“知行结合”，“言必信，行必果”。他认为知行要一致，否

则根本谈不上道德。
培育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关键在于大学生能

否在日常生活、学习、工作中真正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李大钊说: “凡事都要脚踏实地去做，不驰于空想，不

骛于虚声，而惟以求真的态度做踏实的功夫。以此态度求

学，则真理可明，以此态度做事，则功业可就。”［24］因此，

高校思政教育者要引导大学生牢记 “空谈误国、实干兴

邦”的道理，要有意识地为大学生提供各种实践机会，让

大学生在实践养成中深刻领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

实质，努力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转化为自觉行动。高校

可采取专题讲座、辩论分析、播放各种实践资料等形式，

引发大学生对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问题的思考。此外，

高校可结合党团活动、节日、纪念日等主题，引导大学生

积极参与社会调查、慈善活动、社区服务等校外实践活动，

使大学生了解社会，认识国情，完善自身人格修养，增强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并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
五、“知情意行”的一体化融合

孔子虽然没有对“知情意行”四要素进行专门论述，

但其德育思想中蕴含了“知情意行”四个层次，即强调道

德知识的学习，注重道德情感的培育，强化道德意志的锤

炼，最终落实到日常的道德践行上。认知学习形成价值观

取向，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教育的理论基础; 情感

体验与意志锻炼提升价值观意识，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内化教育的关键环节; 行为探索促进行为履践，是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教育的旨归。这四个层次彼此渗透、密

切联系，构成循环往复的螺旋体系。因此，借鉴孔子德育

思想，融“知情意行”于一体以培养大学生的道德品质，

是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内化教育的关键。
李泽厚指出: “儒学 ( 当然首先是孔子和《论语》一

书) 在塑建、构造汉民族文化心理结构的历史过程中，大

概起了无可替代、首屈一指的严重作用…… 《论语》这本

书所宣讲、所传布、所论证的那些‘道理’、 ‘规则’、主

张，思想，已经代代相传，长久地渗透在中国两千年来的

政教体制、社会习俗、心理习惯和人们的行为、思想、言

语、活动中了。”［25］因此，高校在对大学生进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内化教育时，要深入挖掘孔子德育思想中积极向

上的因素，进一步发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对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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