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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对高中学生良好人格的养成的意义 
徐嫣婷  蔡万刚 

（上海市晋元高级中学  201906；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200000） 

摘要：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学理念也在逐渐改变。当前，素质教育不再只对学生的成绩做出要求，更需要学生在学校中可以得

到全面发展，学生的人格培养成为了教学中的重要课题。《传习录》是王阳明的教学实践语录，本文旨在探讨《传习录》对高中学生

良好人格养成的意义，为今后的高中教育尽一份绵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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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习录》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记载着王阳

明有关于教学的语录，其中融合了儒释道三家的思想，并结合了宋

明理学，构建出《传习录》的主要思想体系[1]，并通过著书方式进

行了记录，流传后世。在书中，虽然没有直接写出“生命教育”相

关内容，但是经过仔细分析，可以看出书中有不少相关内容的描述，

涵盖生死、 修身、处世等内容，并对生命价值做出了阐述，从中

可以看出王阳明的人生态度，他对生命意义的看法。郭沫若曾评价

王阳明，评价王阳明在教育方面具有其独特性，同时王阳明的思想

与任何时代的教育学有较多一致的地方。因此，在高中道德教学中

融入传习录》思想能够对高中生的人格培养有很大益处。 

一、《传习录》在思想道德中的教学价值 

《传习录》作为经典教学典籍，其中不乏关于生命教育内容。

书中的生命教育思想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自然生命教

育，二是精神生命教育，三是价值生命教育。术中从生死谈到修身

养性，再谈人类生活，最后谈到生命价值，充分表现除了王阳明的

教育理念，并体现了其中的逻辑性。王阳明认为“涵养童蒙”，青

少年具有旺盛的生命力，但是在学习中缺乏持之以恒的意志力，说

明这一年龄段的学生没有合适的地方宣泄余力，因此心气浮躁。在

实际教学工作中高中生具有明显的浮躁特征，因此，在涉及思想道

德培养时也需要注意教学内容和方式的转变，使其符合高中学生的

学习特点和年龄特点。《传习录》不仅是我国的儒家名著，也是中

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体现[2]。通过《传习录》对学生进行思想道

德教学，可以让学生提升思想道德水平，塑造良好的人格，也可以

让学生对传统文化进行学习和传承，其产生的教育意义和本身具有

的教学价值都非常巨大。同时，高中生在知识积累上好于初中学生，

也可以更加深刻的了解《传习录》中记载的内容，是高中思想道德

教学中的最佳选择。 

二、《传习录》对高中学生良好人品的养成意义 

1、塑造正确的生死观，重视生命，热爱生活。 

自然生命教育也是生理教育范畴，主要讲解对生物肉体的养

护，属于养护身体方面的教育。人活着的前提条件是生存问题得到

解决，即生死。人类所有的活动开展都需要以“生”作为前提条件，

而死亡却又是无法避开的宿命，是另一种境界。除了基本的生存生

活，人还要懂得保养身体，这一内容属于健康教育范畴。对身体的

保养和对健康的重视可以帮助学生更好的认识和养护自己的身体。

生死观教育也应当被纳入基本教学中，让学生正确认识人类的生

死，同时培养对生活和对自身的热爱。在古代，虽然大部分时候人

们并未言明生死观教育，却没有停止过对此问题的思考。就儒家思

想而言，一方面将生看做喜事，将死看做丧事。另一方面，儒家也

赞颂特定条件下的生命消亡，类似于“死得其所”或“重于泰山”

等，故，儒家也赞赏具有伟大价值的死亡，强调“舍生取义”[3]。

王阳明深受其父影响，受儒家思想较大，后又接触佛教、道家、理

学等，因此，王阳明对于生死的看法是儒、释、道、理的思想综合。 

虽然王阳明强调对生命的尊重，但是却认为人不能为了生存做

出有违道德的事。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有些人仅仅为了获取利益做

出了不顾尊严、道德的事，同时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这些事件的

传播多少会对处成长期、思想观念尚未稳定的高中生带来影响，因

此，以生死观作为基础，培养高中生健康的思想品质十分关键。王

阳明认为人若做出违背天理的事情，就在精神上沦落成了与禽兽无

异的生物，从另一方面说，这种理念不仅是对为人道德的要求，也

是对人类生命价值的尊重[4]。在王阳明看来，人类如果能参透生死，

便达到了“尽性至命”的精神境界。《与傅生凤》中记录了这样一

个故事，傅凤家境贫寒，为了报答父母之恩，苦学数载，希望能欧

考取功名，踏上仕途。结果因为太过努力，忽视了自身身体健康，

导致身体状况变差，疾病缠身。王阳明十分痛心，批评傅凤做法不

妥，用身体健康换取功名并不明智，告诫傅凤要养好身体、精神，

调整情绪，不要让外界的事物影响了自己的健康。这一故事中便可

以看出王阳明对生命的重视。从这些教育中让学生懂得如何尊重自

身，尊重他人，数造对生命的正确观念，通过正确方式保护自身的

身心健康。 

2、正确认识自己，修养身心 

精神生命教育与自然生命教育同样重要，甚至可以超过后者，

人类精神的体现。具体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为人与人关系的处理，

二是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目的在于培养完满人格，让学生学

会如何自处，如何处人，如何处世[5]。（1）如何修身。从王阳明的

观点可以看出他主张修心先养心，在遇见事情的时候保持心态的平

和，不计他人毁谤，与人交往之中不注重得失，让神智处于淡然的

状态。让思想处于清晰之中，不受外界的干扰。“心”是人生的主

宰，是真实的自我。“修心论”其实就是提倡道德生命的发扬光大，

用仁德来滋养自己的生命。（2）正确面对“私欲。”王阳明提倡内

心不存私欲，认为无我即无私。克服私欲首先不能产生利己的思想，

这一点也是儒家提倡的。“无我”是一种大公无私的体现，让人类

的精神世界得到进一步提升。学者无我，才可以真正懂得圣贤之理，

学有所成；常人无我，才可以践行自身的责任、义务，遇事才可以

坦然。王阳明一直用无我作为标准，不仅要求学生，也这样要求自

己。“无我”可以让人看清楚自身，排除外界感染，也可以培养高

中学生从容、睿智、大度的性格。（3）“养性”教育。《传习录》中

王阳明对养性也提出了详细的看法。若要达到“养性”的目的，首

先要做到“立德”，“立德”即是修养个人的德性，树立德业。王阳

明在此方面有严格的要求，让弟子把道德修身放在首位，第二位才

是学习知识。学校的教育目的，不应当只在于让学生学习知识，还

需要对学生的德行进行培养。王阳明对“德”的看法是，人唯有在

道德涵养上用功，才能正确的认识自我，发现自身与他人之间存在

的差距，进而看见自己的不足。“立德”可以让学生们有清晰的自

我认知，戒骄戒躁，避免心浮气躁、盲目自大，用谦虚的心态去认

识世界，不断的学习才能不断的促使自身成长。假设学生只在知识

上下功夫，久而久之会认为自己的知识储备不断扩大，开始自满、

懈怠，对自己的认识也有趋于盲目，变得傲慢自大。《传习录》将

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进行了明显的区分，认为知识水平并不能和道

德水平沦为一谈，二者之间具有明显的差异。对于高中生的道德教

育应该使其回到最初，不以涉及道德以外的其他事物作为衡量标准

[6]。一个人的道德行为都会通过其外在行为体现出来，道德水平的

高低都基于内心的修养，道德行为皆受内心支配，只有对内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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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反复琢磨修改式写作。当学生写完一篇作文后，重新进

行仔细推敲思考，从文章的内容、语言、结构和文面等各方面提出

修改意见，目的是美化文章。一方面，学生应该主动勤找老师面批，

让老师给予更加具体的指导。教师应该因材施教，善于发现学生写

作亮点，强化学生文章的亮点之处。但是学生在经过“生生”、“师

生”评价之后，学生对于自己作文的需要修改之处，已经明晰，在

课后再次修改，并且把作文交给成绩稍微好些的同学或者老师过

目。如此一来进行“二次加工”的文章，在语言上将会更加合理、

得体。 

学生通过与他人分享作文亮点句，亮点之处。掌握作文修改方

法，如调、补、增、删、等。让文章的结构清晰合理、更加完整，

让抽象、空泛、言之无物的文章变得具体、丰满、有说服力，让语

言更加精炼、简洁和流畅，使得句子更加增色。 

例如案例二的读后续写的，学生在课堂上完成后，在课后让小

组长组织把学生所写的作文进行二次修改，三次修改，一直改到组

员都觉得挺不错的时候，学生可以再把文章交给老师批改，经过多

轮修改，学生的成就感自然就上来，并且认为对作文的研究不仅仅

止于课堂上的写作，或者课后的应付式按照模板来写。这种反复修

改的写作促使学生在思维品质的培养和语言能力更得到提升。 

四．结语。 

英语创意性写作教学，使得英语写作可行化和更优化，旨在研

究出有效的教学方案应用于实际课堂教学中，促进英语写作课堂改

革创新，提高课堂效率，激发学生对英语学习的主动性和积极性，

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教然后知困，困然后反思。在高中英语写作

训练中，教师必须告别过去机械重复的低效做法，把思维品质和语

言能力同步的提升、安排到高效课堂上，要把语言能力提升与创意

写作训练结合起来，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掌控课堂，在课

堂上让学生释放潜能，使得每次作文训练都变成思维和语言提升的

沃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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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养，才可以让德行得到滋养[7]。王阳明认为，缺乏道德修养的人

与道德水平较高的人有显著差异，前者喜欢获取感官上的快乐，后

者喜欢获得精神上的快乐。随着时代变化，生活水平的提高，当前

社会中不少人提倡物质带来的快乐，但是物质带来的快乐大部分属

于感官快乐，却鲜少有人提及精神快乐，忽视精神上的丰富，而重

物质，是当代许多人具有的特点。“立德”的培养可以让高中生明

白物质对于自身的意义，同时也防止其在今后的生活和学习中出现

只注重物质快乐，而忽略丰富自我精神世界的现象。 

3、正确认识自己的过错 

孔子言：“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可见在中国传

统文中十分注重对于过错的认识，认为人做错事难以避免，同时可

以惊醒本人，防止在此出现此类错误，但是需要对其进行改正，这

样即使是犯错也是可喜之事。《传习录》中，王阳明也持相同看法，

认为与不犯错相比较，犯错后能改正才是最珍贵的。现在许多学生

是家中独生子，从小受到家人的爱护，许多都有娇生惯养的经历，

难以认识自己的错误，也难以承认自己的错误，更却大改正错误的

勇气。让高中生能够懂得、认识到自身的错误并进行改正十分重要。

在《传习录》中王阳明也为我们指出了改过的正确方法，改正过错

需要认清事物的根本矛盾，通过表面看本质，只有改变一个人的内

心价值观，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果停留在问题的表面，不能

看见问题的根本，那么今后还可能出现之前出现过的错误。 

【结论】《传习录》在思想教育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其

中的价值与意义颇丰。当代社会存在人心浮躁的现象，人们的道德

水平亟需提升，尤其是青少年，其心智尚未彻底成熟，容易受到不

良思想的影响，容易导致成长过程中出现思想问题，但是现有的教

材内容相对枯燥，缺乏灵活性，容易降低学生的学习兴趣，无法构

建出良好的学习气氛。《传习录》是我国经典著作，具有很高的文

学成就和教育成就，通过《传习录》不仅可以让学生学习到中国的

传统文化，可以提升学生的思想水平，塑造良好的人格，为学生将

来的学习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具有重要的教学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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