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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明代家庭德育之上的新时代儿童道德教育反思
刘光华

（华东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西 南昌 330022）

摘要：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人品德形成的重要基础。本文在对明代儿童家庭道德教育思想和实践精华研究基础上，结合新时代我国儿

童道德教育实际，指出新时代儿童道德教育应以优良家教家风建设推动儿童家庭教育回归德育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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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家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家庭教育在儿童道德教育中

举足轻重，尤其是在当前，考试制度与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使儿

童道德教育问题更为复杂的情况下，家庭道德教育更应充分发挥

先天优势。明代充分发挥家庭在儿童道德养成中的先天优势，采

取多种举措大力发展家庭道德教育，取得了显著成效。积极吸收

明代家庭道德教育中的优秀成果有利于改变当前的儿童道德教育

现状，提高儿童道德教育的实效，推动新时代道德建设发展。

一、明代对家庭道德教育的重视

“教小儿，不但是出就外传谓之教，凡家之教最为急。”重

视家庭教育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中国自古以来就将对子女的

道德教育视为父母的道德责任，强调家庭教育要德、智“相辅而

行”，二者不可偏废，反对“养子弟但知务学、不知积善”。“若

非积善，亦难有端正聪慧子弟，则积善固养子弟彻始彻终道理。”

在宗法制社会，家庭教育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成长，更是关系到家

族的兴旺与否。“一朝金榜题名，全家鸡犬升天。”这就决定了

广大民众对于家庭教育重要性的普遍共识。尤其是有明一代，长

期战乱所造成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使朝廷将道德教育视为关乎“重

振礼法制度”的重要工作倍加重视，并大力发展家教文化，力抓

家庭道德教育。

明代朝廷对家庭道德教育极为重视，以各种形式发展推广家

庭道德教育。自洪武年间始，朱元璋多次接见郑氏家族，亲赐其

“江南第一家”牌匾和旌旗予以表彰，此后还多次以旌表予以表

彰，并聘请郑济为专门为皇太孙讲授“家庭孝义雍睦之道”。洪

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颁布《圣谕六言》教导子民“孝顺父母，

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并命

每个乡、里选择一名老者，每月六次持木铎在乡间巡回宣唱圣谕。

此举使《圣谕六言》成为大明人耳熟能详的教育圣典，对当时社

会风气的转变和家训的内容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许多家庭在订

立家训时以“圣谕”为要。“人失学不读书者，但守太祖高皇帝

圣谕六言……时时在心上转一过，口中念一过，胜于诵经，自然

生长善根，消沉罪过。”明代帝后还亲自编写家训，如太祖朱元

璋先后编撰《祖训录》与《诫诸子书》、成祖朱棣采辑儒家圣贤

之言撰成《圣学心法》四卷，供皇室子弟学习。明仁孝文皇后徐

氏编写“女四书”之一《内训》，对当时和后世的女教产生深远

影响。

广大士绅的积极推崇与传播也是明代家庭道德教育得以繁荣

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明代士绅认为“端蒙养是家庭第一关系事。”

许多士绅亲力亲为编写家训家规。影响较大的有《高子遗书》《训

儿俗说》《丘公家礼仪节》《庞氏家训》《蒙规》等等，仅仅公

开印行的家训就达 28 部之多。除家训之外，明代士绅还编写蒙学

读本教导儿童日常生活礼仪。如《小儿语》《蒙养礼》《续小儿语》

《幼仪学蔽》《增广贤文》等都详细阐述了日常生活中儿童应当

遵守的礼仪规范。

在朝廷的重视和士绅的引领之下，明代家风建设效果显著，

封建道德规范深入人心，一时之间，“天下之士不以孝悌力田举，

则以孝廉征，使天下之为人子者，观感兴起莫不一骂于孝，移以

事君莫不一竭于忠”。

二、家庭道德教育在儿童道德教育中的重要性

家庭是孩子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儿童

时期是个体情感、品德、性格形成和发展的关键时期，家庭教育

的正确引导尤为重要。著名教育学家苏霍姆林斯基曾经将儿童比

作一块大理石，把这块大理石塑造成一座雕像需要家庭、学校、

儿童所在的集体、儿童本人、书籍、偶然出现的因素六位雕塑家，

其中家庭被列于首位。

（一）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教育的基础

“家庭者，人生最初之学校也，一生之品性，所谓百变不离

其宗者，大抵胚胎于家庭中。”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养成的

初始阶段，对个体一生的道德品性影响深远。幼年时期，儿童的

交往对象主要是家人，从“识事物始”，其言行举止无不受到家

人尤其是父母的影响，父母的言行和道德品质对子女品行的形成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根据时年特点，个体道德教育分为不同的阶段，

每一阶段的道德教育会对下一阶段的教育形成一定的影响，尤其

是在起始阶段，这种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有人把儿童教

育比喻成在白纸上作画，如何起笔势必关系到整幅画的最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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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比喻是非常形象、确切的。儿童时期是个体身心发展的重要

时期，是人生熏陶染化的开始，亦是道德习惯养成的关键时期，

此时期的道德教育对于儿童道德情操和道德人格的培育至关重要，

适时对儿童进行良性的道德干预能够帮助儿童确立正确的道德意

识、形成规范的道德行为、树立良好的行为习惯，进而养成良好

的道德品质，为其后期的道德教育和一生的道德养成奠定坚实的

基础。就此而言，家庭道德教育是个体道德教育的基础。

（二）家庭道德教育在个体道德教育中的先天优势

“家庭教育不仅是基础教育，而且是主导教育，给孩子深入

骨髓的影响，是任何学校及社会教育永远代替不了的”。良好德

行的养成主要源于良好的家庭教育。德行是在长期的生活中形成

的、个体自觉自愿的活动，偶然的或被强制的行为并不是真正的

德行。自家庭产生以来，道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任务和本来

职责，家庭的天然属性和先天优势决定了家庭在道德教育中的优

势是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无法企及的。明代利用宗族发展家庭教

育就在于此。首先，家庭是儿童生命伦理体验的初始环境，是个

体出生后所能感受到的第一社会，家人之间的血缘亲情让儿童对

家人有一种自然而生的亲近与信任，这种亲情关系的感受与体验

为儿童构成了社会化基础，使家人的教育更容易为儿童所接受。

其次，家长是子女天然的道德模仿对象和首要的教育者，对儿童

的道德影响深远。受年龄与认知所限，儿童尚未形成一定的道德

意识，其行为主要来源于生活中对成人的模仿。家长的言传身教

对儿童能起到耳濡目染、潜移默化的教育效果，使道德规范能够

在日常生活之中悄然无声为儿童所了解与接受，使儿童学会判断

与表达，对儿童道德品质的形成产生弥足深远的影响。最为重要

的是，家庭道德教育的日常性与道德教育的生活性相契合，这种

日常性的训育有利于儿童良好行为习惯的养成。不同于制度教育

的是，家庭教育是在生活中进行的教育，生活中的一切细节都可

以为教育所用，随时随地开展教育，明代将儿童生活中的一切行

为规范都列入教育范围正是出于家庭教育的生活性与随时性。这

种看似无意的教育往往更容易为儿童所接受和牢记，具有“润物

细无声”的教育效果。家庭教育在儿童道德教育中的这些优势决

定了在儿童道德教育系统中家庭道德教育的不可或缺性。

三、新时代我国儿童家庭道德教育存在的主要问题

尽管家庭教育在儿童道德养成中至关重要，但是在新时代儿

童道德教育中，家庭的这种先天优势并未被充分发挥，导致新时

代道德教育效果欠佳，不如人意。迫于考试制度的压力，智力开

发重于道德教育已经成为我国学校和家庭现实教育的普遍共识，

家庭基础道德教育功能正在被弱化，家庭教育逐渐脱离德育本位。

甚至在一些地区，经济发展带来的劳动力流动导致大量留守儿童

产生，进而使这些留守家庭的道德教育严重缺失。总的来说，在

新时代的家庭教育中，儿童道德教育现状并不乐观。主要表现为：

一是家长对道德教育重要性认识不足。当前，部分家长对家

庭道德教育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家庭教育多关注于孩子的智力教

育。人们的功利主义思想日重，痴迷于以捷径取得所谓的成功，

加上应试教育下的“分数决定论”导致相当部分家长忽视道德教

育，甚至以“吃亏”心理拒道德教育于门外。此等观念之下的家

庭教育自然置学习成绩于首位，重智育轻德育成必然结果。据长

春市政协对 100 名未成年人的家长抽样调查结果显示，“67% 的

家长首选子女‘成龙’、‘成凤’，而选择‘做一个品德高尚的人’

的比例只占33%，且对于选择后者的家长而言，这也是一种意愿。”

中国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王宝祥曾就道德教育做过一个全国性

的问卷调查，85% 的家长认为家庭道德教育对孩子很重要，但问

卷显示的结果却呈现出截然相反的结果，排在前三位的、家长认

为最重要的因素都是与智育相关的，并没有德育。原本应处于家

庭教育重心的道德教育被移位，造成道德教育边缘化甚至被无视

化。

二是家长自身能力（主要指家长自身道德水平与道德教育能

力）不足。作为家庭道德教育的施教者，家长自身的道德水平和

教育能力直接关系到儿童家庭道德教育的效果。根据鲍德温的社

会性和道德自我发展理论，模仿是儿童社会知识形成中一种极为

基本的机制。在家庭教育中，父母的言传身教对子女具有潜移默

化的作用。明代统治者深谙此道，将所有人都列为道德教育对象，

明确规定违背封建道德要求的成年人在乡饮酒礼、乡约会讲等公

开场合将面临公开训诫、处罚，会受到家法族规的惩戒等，这在

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家长的行为。而在我国当前的家庭儿童道德教

育中，部分家长本身道德素质低下，这势必给处于道德社会化中

的儿童带来负面影响。家长能力的不足还表现在教育方法的简单

粗暴，不能正确处理子女成长过程中出现的身心发展和行为养成

方面的问题，不能应对社会环境变化对子女的影响，在教育方法

上表现为简单粗暴，重理论轻实践、重灌输轻启发、重记忆轻理解、

重权威轻民主。

以上情况或直接或间接导致当前我国儿童家庭教育中的德育

功能不能充分发挥，甚至脱离本位。

四、明代家庭道德教育对新时代儿童家庭道德教育的启示

道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主要职责与重要内容。从明代的儿童

教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道德教育”被置于首要位置，“德”

既是学校教学与考试的重要内容，也是家庭教育的主要内容。个

体立足社会的根本在于“德”。明代的家庭道德教育经验提醒我们，

道德教育是家庭教育的重点，新时代家庭教育应回归德育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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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利用好其先天优势推进儿童道德教育发展。

（一）改变新时代儿童家庭教育重智轻德观念

观念是行为的先导。新时代儿童家庭教育回归德育本位首先

要转变当前的家庭教育观念。

“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改变人们

的观念首要之举是让人们接受这种观念，而接受的前提是这种观

念与人们的切身利益相一致。明代将儿童道德教育与广大民众的

利益紧密联系起来，将个体德行修养列为各类考试的重要考察因

素，小到儿童的学堂考察大到朝廷官员的任免与考核无不将道德

作为首要要求，个体的“德”不仅关系到个体的成长与成才还关

系到家族的兴旺与否，从而让举国上下将道德教育放到至关重要

的位置，全力配合朝廷的教育要求，不遗余力地对家人子弟进行

道德教育。“‘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

就当前我国而言，改变家庭教育“轻德”的现状可以借鉴明朝做法，

将道德教育与人民群众的利益相关联。政府可以从教育制度改革

着手，在各类别的考试中，将道德考察纳入其中，适当提高对个

体道德素养考察的比例，或对道德品质好的学生给予考试加分等

奖励等等；借助网络平台开展道德知识竞赛、社会主义道德践行

大赛活动等等，以此引起大众对道德教育的关注与重视、激发大

众参与道德教育的积极性，久而久之使重视道德教育成为惯性使

然，进而在全社会形成“重德、崇德、尚德”的良好社会风气。

（二）以家风为媒介推动新时代儿童家庭道德教育

家风被称为“无言的教育”，是儿童道德教育的重要载体。

明代发展家训文化以推动家庭道德教育的做法值得我们思考，以

家风为媒介有利于推动新时代儿童家庭教育回归德育本位。

新时代以家风建设助儿童家庭教育回归道德教育需要多方面

的共同努力。明代的全面家风家教“运动”，得力于朝廷以家教

行教化、家庭以家教求发展的目的驱使。一方面，明代朝廷赐牌匾、

旌旗树立家教典型激发广大民众家风建设的积极性与主动性，另

一方面帝后亲自编写家训、教导子弟借以引领民众参与家风建设。

近几年，关于家风建设，政府做出了诸多努力，树立了诸多典型、

模范，如“感动中国人物”“最美孝心少年”“五好模范家庭”“道

德模范家庭”等等，取得了一定效果，然效果甚微，其原因当然

是多方面的。目前来看，人们已经意识到道德教育的重要性，但

是却不知道“如何做”。政府相关部门应借助社会各界资深人士

的影响力开展家风家教进行引导。在此方面，明代的广大士绅身

体力行，为广大民众做了很好地榜样与示范，值得我们借鉴。如

方孝孺在家训中指出：“古之人自少志长，于其所在皆致谨焉，

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饮食言动，有其则；喜怒好恶，忧乐取予，

有其度。”并从十二个方面制定了道德养成的规则。许相卿《家则》

篇“蒙养”目中指出：“言常教毋诳，行常教后长，食常教让美取恶，

衣长教习安布素。及就傅时，知慧日长，须防诱溺，慎择严正蒙师，

检约以洒扫应对进退仪节，勿事虚文。”曹端在家训教导子弟要

有仁爱之心。方孝孺在《幼仪杂箴》详细列出了家族子弟日常生

活中要遵守的行为规范。这些名人大家的家训多被平民百姓视为

范本，在制定家规家训时予以模仿。数字化时代给新时代道德教

育提供了诸多平台，我们应利用现代人对网络的依赖，通过公众

号、微博、QQ 或家庭道德教育类 App 等传播我国传统文化中优

秀的家庭教育经验、事例、宣传表彰生活中的家庭道德教育典型、

引导国人如何进行家庭道德教育。

良好的家风对个体的道德影响是终生的。明代的家庭教育实

践充分证明了以家风建设推动家庭道德教育的可行性与有效性。

“家风好，子女教育得好，社会风气好才有基础。”[] 新时代儿

童家庭教育应借助家风建设之力回归道德教育本位。良好的家风

家教对儿童品德的润养无声的体现在家人的日常行为之中，让儿

童自然的模仿家人的行为，一以贯之，于无形中形成良好的品德

和行为习惯。家风一旦形成，就成为一种道德教育资源，对家人

子弟具有熏染影响、沾溉浸濡的教化作用。

“不忘本来才能开辟未来，善于继承才能更好创新。”[]165

注重家庭的德育功能是中国古代儿童教育的优良传统，也是明代

道德教育史留给新时代道德教育的珍贵遗产，我们应继承这一家

教的优良传统，吸取传统道德文化中的优秀内容，建设好新时代

的优良家教家风，推动儿童家庭教育回归德育本位，这是改变当

前儿童道德教育现状的必然要求也是应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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