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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其中“仁”“爱”“仁爱”“兼爱”“慈爱”“慈悲”等观念蕴含了丰富

的“利他”思想渊源。由古至今，传道授业解惑的师者无疑具有“利他”特质。基于传统文化中对于“利

他”的争论辨析和探讨，正视“利己”观念的提出和接受，汲取菁华，新时代教师继承和发展“利他”

特质具有“利他–利己”螺旋式上升的特点。新时代教师的“利他”应避免行动的“涉他”局限性，促

进教师行为的有效“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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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ese outstanding traditional culture has a long history, in which the concepts of “benevolence” 
“love” “compassion” “universal love” “kindness and love” and “mercy and compassion” are rich in 
altruism. From ancient times to the present, the teacher who teaches and solves problems 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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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ubtedly has “altruistic” qualities. Based on the debate and discussion of “altruism” in traditional 
culture,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achers inherits and develops “altruistic” traits by facing up to the 
concept of “self-interest” and drawing out the essence of it.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achers inhe-
rits and develops the qualities of “altruism”, which are characterized by a spiral of “altruism and 
self-interest”. At the same time, the altruism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teachers should avoid the 
limitations of “altruistic” actions and promote effective “altruism” of teachers’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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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

晶。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新时代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任务和要求。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仁”

“爱”“仁爱”“兼爱”“慈爱”“慈悲”等观念蕴含了丰富的“利他”思想，这是新时代中国教师群

体厚重的价值皈依。根植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沃土，挖掘和研究优秀传统文化润泽下中国教师的“利他”

特质，促使教师树立中国化时代化的“利他”“利己”观念，是新时代加强师德师风和教师队伍素质的

理论和价值支撑，是新时代办好教育的重要理念，是打造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人才支撑体系的重要问题。 

2. 教师“利他”特质的优秀传统文化渊源 

一般而言，我们都认为“利他”就是要帮助他人，帮助他人获得利益，增进他人的幸福感。“利他”

概念被创造和明确使用之前，中国传统文化的思想探讨就已经存在着大量“利他”思想的探索与考究。

古时所探讨的“利他”可能被其他词语代替，如儒家的“仁”“爱”“仁爱”，墨家的“兼爱”，道家

的“慈爱”，佛家的“慈悲”等。它们都强调了对他人的关心、爱护和考虑，增进他人的利益和幸福，

体现了“利他”的本质和对“利他”思想的宣扬。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影响非常大的主流意识。“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一个重要范畴。甚至学者

直接把儒学与仁学等同起来，儒学即仁学。何以为“仁”？《论语》中记载：“樊迟问仁。子曰：‘爱

人’”[1]。仁就是要有爱心，懂得去爱人。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明确提出“仁者爱人”

这一说法[2]，指出君子把仁爱存于心，爱护他人。儒家先哲提出的“仁者爱人”突出地表现了“仁”“爱”

的基本价值意趣以“利他”为取向。 
墨家的诸多著述中也展示了“利他”的思想，最典型的就是“兼爱”。墨子提出人与人之间“兼相爱”，

主张消除血缘亲疏的差别，打破等级尊卑的界限，人人平等和博爱，“爱人若爱其身”，视人如己[3]。 
道家经典《度人经》中有云：“齐同慈爱”[4]，即是告诫人们要同等地、没有区别地以慈祥和善心

去对待他人和他物，同等地关爱他们。老子在《道德经》中认为“上善若水”，水滋育万物却不和万物

相争，所以水最接近“道”[5]。这种利他性，是“道”的根本品性，也就是“上善”的“德行”。一个

修行者要从修“善德”开始，做好事，为社会、为民众做贡献。道家这种慈爱和同、济世利人的主张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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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体现“利他”思想。 
此外，佛家上求佛法，下化众生，其中的“化众生”，就是“利他”。佛教《无量寿经》有云“自

利利人，人我兼利”[6]。“利他”是佛教行菩萨道、普度众生的特征。佛教由慈悲平等，容忍布施的理

念而产生“利他”。 

3. 新时代教师的“利他”特质及其关系构造 

3.1.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的“利他”特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利他”思想，这些思想由古至今以不同的理念和形式影响着中

国人。从教师这一职业本身的要求来看，教师必须向学生传授知识，这就决定了教师的职业本质就是“利

他”的。在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教师是教授知识，传播知识的重要角色。所谓“师者，所以传道、

受业、解惑也。”[7]。教师的本职工作就是给学生传授使学生受益的知识，帮助学生解除困惑，帮助和

促进学生的成长成才。因此，教师的本职工作首先就规范了教师的行为和行动的利他性。教师的神圣，

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也是因为他的利他性。“循循善诱，诲人不倦”“教书育人，功德无量”“十年树

木百年树人”等这些脍炙人口的话语，经典犀利地表达了教师的“利他”特质。 

3.2. 教师“利他”的关系构造 

教师角色是通过教育实践活动实现的。教师通过教学实践给学生们传授知识，从而建立起“利他”

的关系，展示现出“利他”的特质。由于教师最直接、最主要的工作对象是学生，教师与学生的关系最

为紧密，因此教师的“利他”特质主要经由师生互动来呈现，最直接、最显著地体现在学生身上。 
教师是一种性质复杂的职业角色，教师群体身处在学校和社会的环境下，也不可避免地直接或间接

地跟他们产生互动，其中也体现了“利他”性。如学校范围内，教师对同事的支持和帮助，教师对学校

发展做出的努力和奋斗，教师对社会的服务活动，无疑都展现了教师对学校和社会的促进。因此，除了

主要对学生“利他”外，教师对学校、社会也呈现了“利他”的特质。如图 1，教师的“利他”关系体

现在三个点：学生、学校、社会。教师“利他”主要对象是学生，其次是学校和社会。教师作为教育的

枢纽，将学生与学校、社会紧密连接起来，在学校教书育人，为国家社会育才。教师的“利他”特质对

促进建立和谐的社会共同体贡献着重要力量。 
 

 
Figure 1. Teachers’ “altruism” relationship structure 
图 1. 教师“利他”关系构造图 

4. 新时代发展：以“利他”为落脚点的“利他–利己”螺旋上升 

“利他”就是有利于他人，具体可以从动机和行为两方面来分析。一般来说，动机和行为是保持一

致的，即利他的动机导致了利他的行为结果。但是不可避免地也会出现动机和行为不一致的情况。从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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辑推理的角度来看，处于利己的动机而最后产生利他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以说得通的。 
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利他”动机的探讨是有分歧的。儒家主张不为己的纯粹性无私利他。孔子提倡

“仁”，强调要去除自己的私利，单纯从他人利益的角度去帮助他人，甚至要牺牲自己的幸福来增进他

人的利益，如“舍生求仁”。正如郭沫若也明确支持这一“仁”的观点，“仁”就是克己为人的利他，

为大众献身[8]。佛家的“利他”是在自利的基础上进行的，先有自利才有利他。如唐代伽才《净土论》

所言，“应知由自利故，则能利他，非是不能自利而能利他也”[9]，认为由于自利而修得的智慧、定力、

慈悲，才能真正利他。道家和墨家也主张不为己的利他，但修炼的终点是有利于己。老子有言，“是以

圣人：退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不以其无私软？故能成其私。”[10]，也正如《道德经》所言

的“以无争争，以无私私”，圣人正是因为他不自私，反而能够成就自身，以无私利他的心去面对世界，

自然能够成就自己最大的私。墨家言论也是异曲同工，墨子主张爱人如己，“为彼犹为已也”[11]，人人

互相帮助，视人如己，这样不但利他，其实也正是利己。墨家利他的最终落脚点还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发展。 
基于传统文化中对于“利他”的争论辨析和探讨，我们需要汲取其精髓，弘扬“利他”精神，正视

“利己”观念的提出和重要性。新时代的发展契机下，我们也同样不可否认教师实现“利己”的话题探

讨。再加之随着世界的开放和包容，多样文化和价值观呈现在广大教师群体面前，这对传统的“利他”

道德价值也提出了新的挑战。传统的“利他”观念可能面临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等多样化冲击。新时代

教师应如何继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中的菁华，弘扬“利他”精神，正确看待和处理“利他”与“利己”的

关系呢？基于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本职工作“利他”的特质，新时代教师群体必须承认，“利他”是必

然要求。只要你成为一名教师，遵守师德师风，那你就必然具备“利他”的特质。可以说，教师的“利

他”特质是确定并且长期稳定的。但是这并不意味教师不能实现“利己”。相反，教师的“利己”立足

于“利他”而自觉衍生和实现。 
新时代教师的“利他”特质应有两个特点。第一，教师的“利他”不是单向终止，而是在双向建构

的过程中，自觉产生利己效应。比如，教师在与学生建构互动的过程中，教师对学生“利他”，学生也

直接或间接对教师“利他”。那对教师而言，就是因“利他”而自觉实现“利己”。“自觉实现”，指

的是教师并未有“利己”的动机和行为，而是在自己“利他”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形成的结果。并且在往

复的教学实践中，教师的“利他”和“利己”也在不断地双向建构。第二，“利他”和“利己”不是简单

的循环往复，而是进阶的“利他”和“利己”的可持续发展，形成一种无止境的“螺旋式上升”的趋势。 
总言之，新时代新征程中，教师的“利他”特质，不是传统的照搬，而是在传承中发展。教师以“利

他”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实现“利他–利己”的螺旋式循环上升。教师始终以“利他”为本职、初心和

价值终点，身怀“利他”之心，成就“利己”，才能更好地实现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 

5. 新时代教师“利他”的启示和思考 

5.1. 避免行动的“涉他”局限性 

乔恩·埃尔斯特(Jon Elster)从社会科学的机制视角解释社会行为，其中分析了“利他”的动机和行

为，针对“利他”的动机提出了“涉他(other-regarding)”概念，认为有些“利他”其实并非真正利他，

而仅限于“涉他”，从而对真正利他与伪装利他进行区别与阐释[12]。举个例子，比如高中老师为了学生

高考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这种“牺牲”也许是因为学生的成绩与老师自己的福利联系太紧密了，

这个“牺牲”让老师和学生的境况都更好，那么这个就是“涉他”动机。真正“利他”的情形是，当教

师不需要学生的高考好成绩来加持自己，而是相信学生能更好，费时费力不辞劳苦地为学生高考而努力。

不可否认，动机是“利他”还是“涉他”在实践过程中可能难以分辨和区别。但教师仍然可以从中获得

启发，树立正确的价值理念，将“涉他”作为一种警示，做到真正“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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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促进教师行为的有效“利他” 

21 世纪兴起了“有效利他主义”的社会运动，美国哲学家彼得·辛格是其主要的理论倡导者之一。

辛格从效益主义哲学的传统中汲取灵感，主张从各个层面和各个职业的角度去思考如何最大化每个人给

社会带来的正向改变。简言之，这种“利他”首要关注是尽其所能而行最大的善[13]。这也为教师的行为

和实践提供了启发。从教师的职业角度来看，如何才能实现有效“利他”，即最大程度地促进学生的成

长，为学校谋得发展，推动社会进步。并且有效“利他”主义者，往往不觉得自己是做出了“牺牲”，

相反，他们更加体会到成就与个人幸福，感觉自己的生活更加丰沛，获益良多。“有效”利他没有明确

否定“利己”，否定自我利益，而是主张对真正自我利益的另类理解。教师愉悦地心怀“利他”初衷，

付诸教育实践，实现有效“利他”需要运用理性和科学方法，最大程度增进学生知识的积累、吸收和应

用，促使学生的不断成长，促进学校和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形成有效“利他”。 

6. 小结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延续几千年，其内容保持高度稳定性和连续性，它具有巨大的渗透力。教师群体

植根于中国大地，吸收传统文化精华，听党话，跟党走，始终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武装头脑。

新时代新征程继承和发展教师群体的“利他”价值意蕴，是优秀传统文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继续发展的

有益探索，是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宣扬。教师内化于心、外化于行的“利他”特质，落脚于“利他”

而自觉实现“利他–利己”的螺旋式上升，是教师自身发展的方向指引，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

要内容，也是我国建设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的现实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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