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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教育思想及对师德建设的启示 
钱易 

（赣南师范大学  江西  赣州  341000） 

摘要：佛教思想博大精深，至今已有 2500 年。佛法大义鸟巢禅师有八字箴言“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其思想精髓已经成为传

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劝善惩恶、断欲去贪、精进不息、调节身心、渐修顿悟、宗通说通、言传身教、循循善诱、有教无类、

对机说法、挫折教育等都是佛教教育思想精髓。是后世教育以及师德师风建设的标杆。本文从佛性，佛思，佛修，佛悟的角度，以

《四十二章经》，《楞伽经》，《金刚经》，《坛经》为引探视佛教中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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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二章经》劝善惩恶强调不杀生、不偷盗、不妒忌、不愚

痴、不绮语、不妄言。其中善恶是伦理问题，教育人们存善心，息

恶心，有错必改则福报随行，以此来规范道德行为，提升道德修养，

形成道德共识，改良社会风气。细读经书，其有十三节反复强调断

语割爱、绝求去贪、直心离欲等问题是教导我们坐定看淡生活欲望，

回归自然本真。经中强调要想破除虚妄就要精进学道、不畏前境、

生生不息。书中有云佛问弟子“人命在几间？”曰：“呼吸间”。

修身先修心，身是外相，心是中枢，只有身与心相应，内外和谐，

才能成为健康的人。调身调心，过犹不及。破除执念修心、修大智

慧此乃佛性。 

《楞伽经》强调“佛思”。即理论研究和人生哲学，它是以“人”

为主题，采用随缘说教方式（教师对学生，一对一，一问一答的方

式展开），集中在三界唯心，万法为识基础上，强调以“识”为基

础去认识世界。《楞伽经》云渐修顿悟。强调通过脚踏实地来获取

成功，非一蹴而就，投机取巧。经中指出人有先天的五种本性。根

性不同，采用的教化方式也不同因性而定、因材施教，进行多元化

教育。达成人人可教，人人可成才的原则，培养适合本根性的人才。

《楞伽经》中讲宗通和说通：宗通指不经语言中介直接把握佛理宗

旨内心直觉融会贯通。说通指借助语言概念把已经融通的佛理表达

出来。延伸到教育思想上面就是一个合格的教师不仅要精通所教科

目，还要熟知相关知识，要求教师必须具备良好的专业知识和精湛

的语言表达能力，恰当生动形象的向学生教授知识。 

《金刚经》是大乘般若类经典，传统文化中《金刚经》与儒家

《论语》，道家《道德经》，《南华经》并列视为释儒道三家的宗

经宝典。它指出渡人应当言传身教、降伏妄心、破相去执。降伏妄

心即可安住真心，亦能降伏妄心。而妄心，真心实乃一心，若攀缘

执着，随情动乱即成妄心；不染尘垢，绝虑止息即成真心。住心降

心都是为了修心，修心正是修行的根本所在，也是修身的前提。降

伏本心就是一种教育方法。通过调伏使贪，嗔，痴之心趋于清净，

消除客尘污染，返其本心。这正是我们信息时代所要固守的真心。

信息时代游戏、网络诱惑不断深入。社会在不断的变化，在变中守

住本真。从实际出发，调整心态，脚踏实地，保持初心。教育不仅

是知识的传授，还是引导启发。作为一名合格的教师，要把学生教

好需要全面了解学生的身心特点，不断激发学生潜能。 

《坛经》中有独具特色的教育理念。即“佛悟”，自性具足，

见性成佛，自心顿悟，直指人心。其中不乏有教无类和对机说法的

教育理念。对机说法强调教化开示，教人先修己，观机逗教的巧善

和识别学人的根基。《坛经》还强调挫折教育的重要性。在科学的

教育思想指导下，根据被教育者身心发展和教育的需要有意识培养

其参与竞争的意识，争强其经受挫折的能力，使其养成乐于尝试，

勇于面对困难，克服困难，敢于经受挫折的习惯，形成对环境的适

应能力，对问题独立思考及解决的能力。倡导多样化教育。“善者，

于人有益，导之以光明前程者”佛教十分重视师资问题，认为导师

的重要性不可低估，健全的人格能够更好的作用于教育。 

佛教经典芸芸其中变与不变的是心、德、修道、体悟。“诸恶

莫作，众善奉行”是佛教修习的关键，是行为主义的核心。以此为

镜师德建设要求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正己修身，养德立教。 

师德建设需要做到四个统一，以著学为人师，以学识立于行：

言传与身教；专业与表达；德行与知识；“变”与“不变”。言传

身教才能立信于人。专业与表达是教师基本功，爱岗敬业体现在对

专业的掌握和表达能力的练就。德行与知识是教师职业道德的两条

腿，用两条腿走路才能不偏不倚，才能稳中求进。“变”与“不变”

是现代社会更古不变的主题。信息化时代教育改革更加迅猛，紧跟

时代洪流，处变不惊， “不变”信仰和理想，更新自己的知识体

系，完善不足，健全德行。 

师德建设需要做到四个多样才能“为世范”：首先，多样化积

累专业知识，多样化提高德行修养。要断欲去贪不慕名利，精进不

息珍惜师缘；其次，渐修顿悟脚踏实地，通过多样化学习更新教学

理念、教育方法。再者，采用多样化教育，因材施教。最后，对学

生进行多元化的教育：挫折教育，生命教育，三观教育，德行教育。

只有实现了人的教育才能开始人才的教育也是立德树人的根基。 

师德建设需加强四个品质：既 “品正”、“能强”、“行远”、

“艺精”。首先，“品正”是健全人格的关键。其次，“能强”为

人师表需要技有所长，德有所高。再者，“行远”。身体力行，说

做就做，不拖拉，不顽固，善于接受新事物，与时俱进不断的把思

想化为行动完善自己，充实自己。最后是“艺精”需要高超的“悟”

性，追求心的体悟、升华。将教育与艺术相结合，强调教育的艺术

性、生成性、永恒性。 

师德建设是一个更古不变的主题。教师只有不断的加强自身的

修养，牢牢树立教师职业道德规范，不断的渐修顿悟与时俱进才能

更好的完成现代化的师德建设需要。行所致远，德所立馨。立德树

人不仅是树学生也是树教师自己的德行与修养。常于反省致疑切

思、论辩求真、学思结合要具有批判精神，管理理念和规则意识。

思想上不脱缰、行动上不懈怠、教学上不老套才能践学行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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