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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学经典对小学德育的启示 
许春杰 

（鲁山县琴台第一小学  河南鲁山  467300） 

摘要：小学德育教学是培养小学生从小养成良好的习惯，树立良好的品德。但目前我国小学的道德教育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在

道德教育中，没有根据小学生的认知能力进行，因而使得我国的德育教育和文化教育不匹配，对整个社会道德观也产生了影响。在

提倡国学经典教育的今天，小学德育应该继承传统方式，将德育理论与生活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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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现代德育存在的不足 
德育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家庭和学校教育同步进行。在古代，我

国的德育教育是以儒家思想为准绳形成的体系，无论是家庭教育还是学

校教育，甚至社会观念与法律条文，都有同样的标准，因而德育教学容

易见成效。 

在古代学校教育中，德育被融入到识字教学中，儿童在入学时，就

通过启蒙读物《三字经》、《千字文》、《弟子规》来掌握生活中的礼仪和

日常生活中的道德。道德教育和识字教育是一体化，儿童边识字边学习

道德。 

从清朝灭亡之后，我国小学教学采用的是现代教育方式，将识字和

道德教育分开。到了当代，这种教学方式也没有得到改善，以至于今天

的儿童在学习时不仅课业负担重，还影响道德养成。 

当代小学生道德教育，没有根据小学生的特征来编排，教学内容空

洞、脱离生活。因此很多学生从小学开始学道德，到了大学，连基本生

活礼仪也不懂。 

就因为我国学校的道德教育存在严重的不足，最近几年，我国的国

学经典被当代人重视，小学开始加入国学经典教学，就是为了提高小学

生的德育效果。 

二、国学经典中的德育 
国学经典，指的是在古代具有较大影响的著作，包括古典诗词、古

典小说，也包括作为教科书被沿用了将近两千年的《论语》、《孟子》、《周

易》、《左传》，朱熹编订的《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主要是阐述儒家思想，也是我国古代教育的重要

教材。《论语》记录的是孔子言论，也是孔子思想的反映，其中有关于

人格教育、教育方式、对金钱的看法、社会责任感。《孟子》是对儒家

思想的进一步阐述，关于人格培养，人伦道德、人伦秩序的阐述、自我

要求。我国古代对人格的培养是“君子人格”、“圣人人格”、“大丈夫人

格”，这些都来自孟子的思想，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由孔子

和孟子的儒家思想引发而来。 

《礼记》是我国古代关于各种礼仪的记载，虽然重点是关于王室祭

祀、庆典的礼仪，但也有很多生活中的礼仪规范，例如尊老礼仪、做客

礼仪、兄弟相处的礼仪，这些礼仪规范是我国古代教养中举止规范的依

据。 

朱熹是我国南宋时期重要的教育家和思想家，他的教育理念也是尊

崇儒家思想，作为教育家，他根据自己的经验，将《礼记》的两个篇章

编订为《大学》和《中庸》，然后将它们和《论语》《孟子》合在一起，

统称为《四书》，和“五经”一起成为封建时代的必读书，影响了中国

一千多年。 

朱熹道德教育观点是德育必须通过学校教育和自我教育相结合来

实现，也就是要贯彻儒家思想的“自我反省”。朱熹主张的德育教学分

为“小学”和“大学”两个阶段，“小学”是指八岁到十五岁这个阶段，

主要学习生活礼仪，培养良好的道德观念；“大学”指的是成年之后所

进行的道德教育，重点学习道德理论。在学习道德理论时，重视自我学

习，要做到“立志、克己、省察、涵养、主敬、穷理、笃行”，也就是

要将德育学习内容和现实生活相结合。 

朱喜的德育教育方式比较科学，切合儿童发展的规律来学习，因为

八岁左右的儿童，知识有限，思维能力也有限，重点是通过体验来感受；

成年以后，知识丰富，能够思考问题，才来学习道德理论。 

三、国学经典对小学德育教学的启示 
无论是孔子的《论语》，还是朱熹的《大学》《中庸》，其中的德育

观念和教学方式，在今天仍然具有借鉴意义。 

《论语》中关于德育教育的内容，是“仁义礼智信”，也就是培养

“仁爱”观念、遵守社会规则的观念，培养道德教育的基本规范，认知

标准和基本要义。在方式上，采用“诗、礼、乐”三个层次，也就是通

过读诗书了解道德的内容，再利用行为举止的规范，使儿童行为举止上

文明化，再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进一步学习道德理论、 

在教学方式上，培养学生的道德，教师要通过言传身教的方式来影

响学生，教育学生培养道德，自己要做个有道德、讲究礼仪的人，通过

“身教”来影响学生；在教学中，还要采取“有教无类”，“因材施教”

的方式，来教导学生；“有教无类”就是所有学生都是平等的，教学中

要一视同仁；“因材施教”要根据学生的不同特点，采用不同的方式。 

学生不仅要在学校接受道德教育，还要善于自我要求，自我反省。

要做到“吾一日三省吾身”，每天要反省一次，今天的行为与道德要求

是不是相符合。 

培养学生的道德，还需要培养学生“以己推人”的修养，善于站在

别人的立场看问题，不仅要学会“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还要像孟子说

的“爱人不亲反其仁”那样去反思。 

“克己复礼”也是道德教育方式，要让学生懂得为了社会规则，为

了大多数学会克制自己的欲望。 

孔子和朱熹都认为儿童在学习时，不能只学习文化，还要学习礼仪，

而礼仪包括尊重长者，不仅见到长者要主动招呼，长者说话还要端正态

度去认真倾听；外出做客也要懂礼仪，从进门到吃饭都有一定的规则要

遵守；儿童从小要养成生活自理时代习惯，像洒扫庭院，整理自己的房

间和读书用具。 

目前，我国小学生德育重视理论，但理论也是脱离生活的；缺乏应

有的规则礼仪，形成无数熊孩子；也不重视劳动，值日也要家长代替，

这些现象都是德育理论脱离生活形成的，所以要利用国学经典来改善。 

我国小学的道德教育，教师方面也做得不够，很多教师自身也缺乏

道德礼仪，不能“言传身教”并行，所以提高教师个人素质同样重要。 

小学德育还需要家庭教育辅助，但目前很多学生家长本身道德修养

不足，很多家长甚至不知道国学经典中的德育内容。利用媒介和影视文

化在社会上宣传国学经典，才是提高国民素质的重要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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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本文系2018年度河南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重点课题《借

助国学经典提升小学生道德素养的实践研究》（课题编号：

JCJYB18260411）的阶段性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