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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道德文化现代践行的寓德入教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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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寓德入教的道德教育须先行。道德教育并非是简单的道德说教，道 

德教育生活化原则是道德践行的现实根基。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之目标展开，中国传统道德文化才能切实 

得以践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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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实现中国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现代社会的 

践行，对道德主体进行教育应先行。传统道德文化的 

现代践行，一个前提性条件是道德主体对道德文化的 

认知，易言之，对道德文化的把握，是道德主体践行 

道德文化的前提。“知”是行之始，行乃“知”之成。对 

道德文化认知，也即“知”的获得，在很大层面上倚赖 

于教育。多维教育措施的实施，必将为传统道德文化 

的现代践行奠定基础。 

一、道德践行——道德教育须先行 

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核心策略在于道德教 

育，因为道德教育是对道德主体的道德灵魂进行熏陶 

的前提，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就是明鉴。一部中 

国古代思想史，毫不夸张地说是一部中国古代的道德 

教育史。古代社会核心价值体系的大众化、普及化， 

在一定层面上是道德教育的力度与强度使然。《礼记》 

言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玉不琢，不 

成器；人不学，不知道。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 

学为先。” [1](870) 此语阐明了个人践行道德并提升自己 

的道德境界的途径，即进行学习和教化。道德教育是 

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现代践行之先导，宋明理学的 

总结与开新者王船山说：“唯立学校以教俊士，而德明 

于天下，则民日迁善而美俗成矣。” [1](870) 船山此言点 

明了教育在优序良俗中的重要作用。古代社会在相对 

长时间内能实现相对意义上的优序良俗，与道德教育 

密不可分。古代有识之士密切关注，历代统治者亦从 

现实需要的层面颁布相应的法律法规，以推动道德教 

育的合理化。“朕惟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 

本。” [2](1686) 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形成了统治者重视，知 

识界推波助澜，由此为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 

践行奠定了基础。 

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传统，奠定了道德文化在古 

代社会践行、化民成俗的原始根基。自古及今，道德 

文化的现代践行依旧需要现实立教。道德教育至关重 

要， 那么何谓现代意义上的道德教育？道德教育是“指 

一定社会或集团为使人们自觉遵循其道德行为准则， 

履行对社会和他人的相应义务，而有组织有计划地施 

加系统的道德影响。它是一定社会或集团的道德要求 

转化为人们内在的道德品质的重要条件之一”。 [3](126) 

道德教育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使人获得德性，加强道 

德修养，提升人生境界。同时道德教育需要遵循一定 

的准则、规范，这样才能够实现所设定的目标。道德 

教育是促使中国古代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践行的一大 

法宝，因为“德性在我们身上的养成既不是出于自然， 

也不是反乎自然的”， [4](36) 即是说，人之德性的获得， 

并非完全是天赋，是生之俱来的；但人天生都有良知， 

通过教育可以把人身上良知变成行动的指南，这又是 

自然的。人之德性的养成，既需要内在的道德禀赋， 

亦需要外在的道德教育，内在禀赋和外在道德教育相 

结合，才能成就其理想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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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社会重视教育，教育的主要内容在于对传统 

道德文化的认知，在古代社会，从贫民界到知识界， 

再到上层统治者，道德文化的践行呈现出相对意义上 

的成功。当今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出现了系列道德 

信仰危机，让我们不得不重新审视中国古代优秀道德 

文化。如何践行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学术界、政 

界都有热议，提出的解决办法多种多样，如有人提出 

利用宗教解决道德信仰与道德践行的问题，但亦有人 

持相对意义的否定态度：“正式的宗教教 育对于道德 

的发展，并未占有特别重要或独特的地 位， 至于公立 

学校和家庭则相反，应该扮演重要而独特的角 

色。” [5](303) 即是说，从纯粹宗教的角度不能解决道德 

践行的问题，解决该问题的关键在于依靠教 育，而不 

是其他。我国虽然主张宗教信仰自由，但依靠宗教教 

育是不可能彻底解决道德践行问题的。 只有通过教育， 

才能真正实现优秀道德文化的践行，教育是促使古代 

优秀道德文化践行的一种内驱力。道德教育对道德践 

行的内驱力在于使道德主体成为审美之人，通过道德 

教化而具有美德，践行美德之人，内心世界激荡着一 

种审美愉悦。正如德国教育大师席勒所言：“教养的最 

重任务之一就是使人在其纯粹自然状 态的生活中也 

受到形式的支配，使其在美的王国所涉及的领域里成 

为审美的人。 因为道德的人只能从审美的人发展而来， 

不能由自然状态中产生。” [6](176) 道德教育促使道德践 

行是可行的， 因为审美愉悦的内驱力在发挥作用使然。 

通过道德教化， 使人了解到什么是美的，什么是丑的， 

进而使人树立耻感文化，产生道德焦虑，促使中国古 

代优秀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 行。 道德教育促使道德 

践行的内驱力，实际上是通过教育，对道德文化进行 

美德分析、美德评判。正如西方现代教育学家艾德勒 

直言：“教育不是旨在形成任 何各种各样的习惯，而 

仅仅在于形成良好的习惯，即传统上作为美德分析的 

东西。” [7](234) 此言表明了道德教育促使道德文化践行 

的方式，遵循的路径为：道德教化→审美的人→美德 

分析→耻感文化→唤醒良知→道德焦虑→道德践行。 

由此可知道德践行的源头在于道德教化。道德教化是 

道德践行这个大系统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在道德教化 

这个大系统中，首要的任务是唤起道德主体的道德良 

知。通过良心的发现，促使道德主体产生道德焦虑， 

进而促使道德文化现代践行。“凡人之为不善者，虽至 

于逆理乱常之极，其本心之良知，亦未有不自知者。 

但不能致其本然之良知，是以物有不格，意有不诚， 

而卒入于小人之归。故凡致知者，致其本然之良知而 

已。” [8](1101) 由此，道德教化，发明本心必不可少，通 

过道德教育，使道德主体的良知由“坎陷”到呈现，最 

终促使道德文化的践行。 “一切的道德都是一个包括有 

许多规则的系统，而一切道德的实质就在于个人学会 

去遵守这些规则。” [9](1) 通过良知的呈现，去遵守传统 

道德文化规则，在规则指引下，真正促使道德文化的 

现代践行。 由此， 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道德教化应首当其冲。 

二、道德践行——道德教育 

必须生活化 

中国古代优秀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道德教育生 

活化是其必备的基本原则。古代社会多重视道德教 

育，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道德践行。但同时我们也 

清楚地看到，中国古代社会的道德教育在一定程度上 

有脱离现实根基之嫌疑。新儒学三大主流派之一的陆 

王心学，主张格物致知，主张回归本心致良知，不假 

外求以致良知；多讲求心性修养，道德生活多内求于 

心，道德教育不是生活化，而是在道德理想的形上王 

国里自得其乐，这不利于道德文化的践行。由此，陆 

王心学一派遭受到了西学东渐的严厉冲击，一些有识 

之士主张“实学”，主张道德学问的经世致用，在他们 

看来，空谈心性的道德修养不利于道德文化的传播， 

不利于道德文化的践行。他们认为道德教育应该大众 

化、生活化，也即道德教育应有利于道德在当代社会 

的践行。不单单是我国古代的实学家讲求道德教育大 

众化、生活化，现当代一些著名的教育家他们亦主张 

道德教育生活化。陶行知先生曰：“没有生活作中心的 

教育是死教育，没有生活作中心的学校是死学校，没 

有生活作中心的书本是死书本。” [10](65) 显然，陶先生 

此处谈及的教育涵盖道德教育，其核心宗旨在于道德 

教育生活化，否则道德践行则是天马行空、空中楼阁。 

陶先生此言，为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指明 

了方向，要想通过道德教育，实现道德主体的道德践 

行，道德教育必须根植于现实生活，否则道德教育不 

能转化为道德践行，知行之间的转化是不可能的。因 

为“任何切合实际和真实的发展伦理学都必须牢牢地 

根植于社会现实之中”， [11](56) 这一语道破了道德教育 

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道德教育需根植于道德生活，如此方能实现道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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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向道德实践的现实转化。不仅仅是国内学者关注 

这一点，在国外更是有诸多大师强调这一点。道德教 

育生活化、道德生活大众化是人类的共识。在亚里斯 

多德看来：“教育明显应基于三项准则：中庸、可能的 

与适当的。” [12](286) 很明显，道德教育在很大程度上应 

该有一适度的标准，这适度的标准即是我们所说的道 

德教育生活化，道德教育不应该在彼岸世界的道德王 

国里游离，而应该回归现实生活，也即道德教育生活 

化、大众化。道德教育能使我们获取道德知识，但不 

能获得道德践行的内驱力，只有道德教育生活化，我 

们才能切实感受到道德教育的魅力所在。 “德性使我们 

确立目标，实践智慧使我们选择实现目的的正确手 

段。” [13](1145) 道德教育能使我们获得道德知识，但不一 

定获得道德践行的理性，只有在道德教育生活化的基 

础之上，才能使道德主体在践行道德之时获得道德践 

行之动力，惟其如此，道德践行才能实施下去。故此， 

亚里斯多德于此谈及了道德教育与道德践行的关系， 

首先是道德知识，然后才有道德践行，也即有着先知 

后行的韵味。此外，亚里斯多德还从道德践行的层面 

谈及了道德知识，也即道德践行亦能促使道德知识的 

积累，道德知识与道德践行是相互影响、互为前提的。 

“离开了实践智慧就没有严格意义上善， 离开道德理性 

也不可能有实践智慧。” [13](1144) 但在这期间，一个首要 

的基本前提即是道德教育必须生活化，惟其如此，道 

德文化知识才能向道德践行转化，道德践行才能导致 

优序良俗的美好和谐社会的实现，道德教育才能发挥 

其应有的功能。因为“一个人如果有了实践智慧的德 

性，他就有了所有的道德德性。” [13](1145) 此语恰如其分 

地说明了道德教育生活化原则是道德教育向道德践行 

飞跃的理论前提。 

三、道德践行——在教育时机和教育 

策略中游离以利道德践行 

道德教育的终极价值在于道德践行，并由此实现 

社会的优序良俗。由此，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 

之目标，惟其如此，道德践行才能真正实现。中国优 

秀传统道德文化在现代社会仍然具有重要价值，但传 

统道德文化离现实践行还有很长的一段路程要走，究 

其原因是道德教育的践行目标没有瞄准。诚如王立仁 

先生所说：“人类生活经验历程的本身同时演示着两 

个事实：一是人类文明社会中的德育一直没有停止 

过；二是人类非德(道德 )的行为也伴随着人类生 

活。” [14](127−128) 中国当代社会一直比较重视道德教育， 

但道德教育的效果却值得商榷。道德教育的动机和道 

德教育的效果显然不能成正比发展，由此必须反思当 

前的道德教育，其问题在于道德教育脱离现实根基， 

单纯地重视道德说教，忽视了道德教育所取得的效 

果。这不得不使我们重新审视我们传统的道德教育， 

道德教育必须瞄准道德践行，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在 

当代社会才能切实践行下去。 

道德教育的目标须瞄准道德践行，这是道德文化 

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的关键性一环。道德教育如何 

瞄准道德践行，道德教育的时机与策略至关重要。道 

德教育的时间起步早，策略定得好，可以很好的实现 

道德主体对传统道德文化的践行，可以形成道德教育 

的终生性以提升主体的道德水准，此乃我国道德教育 

的根本宗旨。 

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时间上起步早是关 

键。具体措施是从幼儿园开始，一直到博士阶段都要 

实施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这应该是一项普遍的道德 

教育建制。即是说，道德文化的教育与付诸践行，应 

该从娃娃抓起，而不是相反。西方哲学家洛克所称道 

的“白板说”，反对道德认识的天赋观念论，主张人之 

道德观念起源于感觉经验，“认为人出生时心灵犹如 

白纸或白板，对任何事物均无印象；人的一切观念和 

知识都是外界事物在白板上留下的痕迹”。 [3](26) 洛克此 

言，说明天赋观念并不能给人以道德良知，提升人的 

道德境界，人的道德良知、道德信仰、道德践行都是 

从经验的层面，依靠后天教育或实践而来的。洛克此 

言，为我们的道德教育提供了最佳时间段理念，即从 

幼儿开始进行道德教育、进行道德熏陶是最佳选择。 

因为幼儿的头脑相对成人来讲是一张白纸，在这张白 

纸上可以书写任何的东西，对幼儿进行道德教育，很 

容易把道德知识传输到幼儿的大脑，使幼儿接受道德 

文化，在持续的道德教育中让人形成道德信仰并自觉 

践行良好的道德品质。“蒙以养正，圣功也；蒙，君子 

以果行育德。 ” [15](101) “蒙”即是对小孩的道德启蒙教育， 

从小就能培养其道德品质，此乃一项伟大的事业。我 

国著名的教育学家陶行知亦提出，道德教育使人形成 

一种理想的道德人格，最佳时机是在六岁以前，惟其 

如此，道德教育才有可能之基础。“人格教育，端赖六 

岁以前之培养。凡人生态度，习惯，倾向，皆可在幼 

稚时代立一适当基础。” [16](111) 故此，实施道德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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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从幼娃娃抓起，通过培养其良好道德品质，为道 

德践行奠定基础。 

古代社会的道德践行相对意义上的成功，其秘笈 

就在于对道德教育时间的把握得当，并由此而形成了 

古代社会相对发达的伦理文化。封建社会的道德教育 

模式，在一定程度上是比较成功的，这“显然与儒家价 

值的普遍建制化有密切的关系”， [17](131) 这是所说的普 

遍建制，在一定程度上是指对道德教育时间的把握。 

古代社会伦理文化比较发达，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古 

代社会稳定的普遍性的道德教育建制。具体说来，涵 

盖着两个层面：其一，幼儿道德教育抓得早且及时； 

其二，道德教育内容的层次性比较强。比如说，古代 

社会有小学与大学之分，小学之时讲求的是洒扫应对 

的道德教育，既有对道德文化的强记博闻，亦突出道 

德文化的践行；大学教育主要侧重于道德之“理”，以 

道德教育作为人们科举取士的重要依据。“学而优则 

仕”，这里的“学”应该包含着对道德知识的把握；道德 

知识优秀之人，才能为官，才能“为政以德，如众星拱 

之”。由此，中国古代社会在逐级层次性的道德教育之 

下，最终促使道德文化在古代社会能很好地推行下 

去。 

历史的车轮驶入二十一世纪，当我们重提中国道 

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时，我们须重新反思当 

代社会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态度。中国古代社会所遗 

留下来的寓德入教的普遍建制，“自辛亥革命以来，这 

个建制开始全面解体了”，“儒家经典在新式教育中所 

占的分量减轻。民国初年，中小学堂的修身和国文课 

程中还采用了不少经训和孔子言行，五四以后一般中 

小学教科书中所能容纳的儒家文献便更少了。” [17](131) 

一方面对道德教育的普遍建制改变了，另一方面道德 

教育的经典文本亦逐渐减少乃至全盘抛弃。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道德经典逐渐遗忘，种种迹象表明，中国古 

代道德文化在现代践行困难重重，与我们今天对待优 

秀传统经典的态度有关。在古代历史上，即使在魏晋 

南北朝名教与自然之辨非常剧烈的情况之下，儒家有 

识之士仍然以振兴儒学，恢复其纲常名教为己任，为 

此有“便以经术为先，立太学，置五经博士，生员千有 

余人。……于是人多砥尚，儒林转兴”， [18](1841) 说明传 

统伦理道德的践行，是在以教育为先的前提之下，通 

过先知后行实现的践行。由此，以教育为根基，是传 

统道德文化践行的前提与基础。 

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起步要早，要从幼儿 

开始就对其进行传统美德的教育，同时为了使人们的 

道德知识能够转换为行动，实现道德践行，制定一定 

的道德教育策略也很重要。 

对道德主体进行道德教育， 可采取的具体策略为： 

首先，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建立道德文化的逐级教 

育模式。具体方式为：幼儿园的传统道德教育→小学 

传统道德文化教育→初中传统道德文化教育→高中传 

统道德文化教育→大学传统道德文化教育→研究生入 

学考试传统道德文化→博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传统道德 

文化。由此，则逐级形成传统道德文化的教育培养模 

式、培养方式，如此可为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 

践行打下坚实的基础。 

其次，明确上述七个阶段传统道德文化教育的道 

德教育文本。具体策略为：幼儿园明确规定小孩学习 

背诵 《三字经》《弟子规》 等基本的传统道德教育文本， 

并让老师不断地讲解；小学阶段必须每周有 4 节课的 

时间学习古代道德文本，比如说《幼学童蒙》《颜氏家 

训》等经典文本；初中阶段学习《孝经》等文本；高 

中阶段学习《论语》《孟子》，并作为大学入学考试必 

考的科目予以规定。大学阶段学习《大学》《中庸》等 

科目，并作为一门必修课程规定学分，必须修完传统 

道德文化课程并拿到学分方能毕业；在研究生入学考 

试方面，政治理论的考试除了马克思基本理论方面的 

知识外，应该把传统道德文化的知识加进去，可占到 

百分之三十的比例。在研究生培养阶段，应该有道德 

文化传统理念的 13个具体范畴的学习、体悟，并辅以 

专门的道德文化的论文，作为必修课程出现，如此作 

为研究生方能毕业；在博士入学考试阶段，要将传统 

道德文化的考试作为一门必修课，强化考试力度，也 

即加强道德文化的学习与修养。上述不同阶段、不同 

文本的传统道德文化之教育，为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 

奠定基础。最后，高等学校应该培养专业的道德文化 

教师，鉴于传统道德文化教育乃是长线型学科，故此， 

需要政府建立免费师范教育，以确保传统道德文化之 

师资力量，也才能确保中国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 

的践行。 

道德文化的传统理念与现代践行，道德教育应瞄 

准道德践行而实施具体的教育方略。我们应重视教 

育、尤其是对幼儿的道德教育。教育的方式又可从多 

重角度出发，因为教育的方式对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 

践行至关重要。对幼儿道德文化教育可以采取视觉动 

漫策略，这种教育主要基于幼儿的心理特点、成长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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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接受能力而有针对性地开展。对成人教育亦要因 

材施教，因为成人有自己的思维模式、生活方式、知 

识积淀等。成人接触到的媒体主要为电视、报纸、网 

络等。故此，通过网络、电视等媒介对成人进行道德 

教育是可行的，也是必须的。 

总之，传统道德文化的现代践行，不能离开传统 

的道德教育模式，但教育模式必须以道德生活化为其 

出发点与归宿地。在此前提之下，注重道德教育的时 

机与道德教育的策略，传统道德文化在当代社会践行 

的效果就不言而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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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oral education strategy in 
practicing of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LI Jianhua 

(Philosophy Depart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Modern practice of the traditional idea of Chinese moral culture shows that moral education must go ahead 
of all the other subjects. Moral education is not a simple moral teaching, of which the adaptive principle is the realistic 
foundation of moral practice. Moral education must aim at the target of moral practice, thus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can effectively be carry out. 
Key Words: Chinese traditional moral culture; moral education in life; moral practice; the moral into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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