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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行合一，不耻相师
游晴林

广东科贸职业学院人文艺术学院　广东　广州　510000

摘　要：概当下师德问题，可简单概括为几个方面：如缺乏敬业精神；不以教学为主业；教人不育人；言行不一致；术业不

专攻等。关于这些方面有很多详尽论述，本文则尝试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

关键词：知行合一；不耻相师；师德建设

一、知行合一，道德意识和道德实践的关系统一。

王守仁在五百年前提出过“知行合一”的心学思想，

“知”，指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指人的道德实践。

他否定在德育上知行脱节，“知而不行”，倡导把道德皆归于

个体自觉行为；因为从德育上看，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二

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道德意识必然要表现为道德行为，

不去自觉地履行，不能算真正的道德意识。只是空中楼阁，

没有实际意义。王守仁指出了道德上的实践重要性，强调人

要在事上磨炼，“表里”与“言行”要一致。二是以知为行，

知决定行。即道德意识有其自觉性，需在人的内在精神上寻

求突破；王守仁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指在道

德规范指导下发生的意念活动是行为之开始，符合道德规范

要求的行为活动乃是 “良知”的完成。人心是根本，知而不

行，知识再多也是无益的。这对我们的启发是，首先要做到

思想和行动的一致，再做到言行一致，从业与敬业一致；教

人和育人一致；术业和专攻一致等。

韩愈在《师说》中也有相关论述：“彼童子之师，授之书

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1）这里既指

出授业和解惑不等于传道师德，也呼应了上文的知行合一的

观点，即道德行为和道德意识。二者互为表里，不可分离。

道德意识必然要表现为道德行为，不去自觉地履行，不能算

真正的道德意识。“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

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2） “惑”可以是说知识的疑惑，
更可以指道德方面的疑惑，句读代指知识，韩愈把传道排在授

业之前，即认为，知识只是次要的方面，如果道德的方面反而

放弃，即不能算真正明了传“道”师德本质的真相的。

陶行知教育理念的五大主张中亦体现出这个观点。教学

做合一，是生活教育理论的方法论。即认定在生活中教法、

学法、做法是不可分割的。行是知之始、在劳力上劳心，陶

认为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即主张手脑并用；

以教人者教己，即主张教学相长；即知即传，则是主张随学

随教，进一步体现出了对知行合一观点的实践应用。（3）

二、不耻相师，教者与被教者关系合理化、平等化。

韩愈在一千年前作《师说》，敢于突破俗见，是从培养

人才出发写就的一篇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流于俗的文章。这

篇文章降低了身为人师的神秘性、权威性、把师生关系平等

化、合理化，还连同打破了家法和师法之间的壁垒。“生乎吾

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

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

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4）这里的道，就是做人的道德和良知。这和知识的多寡没有

成正比的关系，而是和做人的道德直觉判断有关系。唐时的

韩愈即初察到，社会才是真正的学校，生活才是真正的老师，

在这里不分年长老幼，谁对社会和生活的道德判断正确和高

尚，谁都可成为别人的老师。清代蔡世远在《古文雅正》中

说“韩子得以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他

乎？以此知唐时气习最重，故韩子痛切言之。唐学不及汉宋

者，亦以此也。“（5）

陶行知对新教育的功能阐述更好地解释了知行合一和不

耻相师的主张：一是改良个人天性，将人的道德意识和思想

意念得到真正的统一；二是养成团队合作的好习惯，即“不

耻相师”；三是传承优秀的文化，继承完善古人关于道德规范

的合理理念和价值积累；四是成就教师自己的事业，让教师

自己感受到一辈子从事教育事业是一件至高无上的事情，愿

意沉下心来将这件事情做好。其实敬业精神从本质上说，就

是一种各行各业对本职工作的专注认可、追求卓越之精神，

更是一种发自业者内心情感上的深沉眷恋；表现为从行为上

愿意为本职工作尽职尽责；能跃升为一种自己力所能及、臻

于善美境界的内在品质和成就。它是一个人在从业过程中所

追求的在职业情感、职业行为和职业结果等三方面的完美统

一。 （6）朱熹《论语集注》中所说的：“德者得也，得其道于

心而不失之谓也”。（7）即说我们应当将做人所应该遵循的各

种原则和规范内化于心，并且持之以恒地保持下去。许慎所

讲的：“德，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8）意为，凡是道德的

行为，它一定是有益于他人，使他人有所“得”。且道德行为

主体，也能够在道德追求完善中达到最大的人生价值实现和

满足感，达到己有所“得”。

三、结语

综上所述，“德“和”得”是相通的。而在道德实践时、

要善于和别人“不耻相师”，平等、合理地相互补充。师德乃

是在知行合一基础上所达到的道德修养，个人在道德学习与

实践中自我锻炼、革新，在合理、平等自由的前提条件下，

达到更高一级的道德水平和境界，即是教师主体践履自身道

德活动的理想终点和满意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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