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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道德教育思想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在历史的发展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尤其是孟子的道

德教育思想更是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孟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体系不仅具有深厚的理论内涵，而且其逻辑

严谨、系统完整，其思想魅力超越时代，为后世道德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和实践指导。《孟

子》一书较为详尽地收录了孟子在教育思想上的探讨与辩论，为深入探究其道德教育思想提供了宝贵的

文献资源。本文主要对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目标、主要内容、主要方法展开探究，并进一步分析孟子道

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以期为当下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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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onten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plays a pivotal 
role in the development of history, especially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of Mencius is a valuable 
spiritual heritage. The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system of Mencius not only has profound theoret-
ical connotation, but also its logic is rigorous, systematic and complete, and the charm of its 
thought transcends the times, providing valuable ideological resour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later generations. It provides valuable intellectual 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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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rces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The 
book Mencius contains more detailed discussions and debates on educational thought of Mencius, 
which provides valuable documentary resources for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h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This paper mainly explores the objectives, main contents and main methods of Menci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s, and further analyzes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Mencius’ moral educa-
tion thoughts, with a view to providing certain theoretical reference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morality nowa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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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德育智慧，这些历经千年而沉淀的伦理道德规范，已经深深植根于

民族血脉之中。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青年一代的道德素养，以及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

强大的精神动力，我们亟须深入挖掘和利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德育资源，为现代道德教育提供深厚的

文化支撑。尤其是孟子的道德教育思想，不仅承载了丰富的文化智慧，更在当下社会展现出历久弥新的

时代价值。本文通过挖掘孟子德育思想的理论精华，探索孟子德育思想对当今社会道德教育与社会道德

建设的启示与实际应用，同时也力求在实践中进一步推进对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展。 

2. 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理论概述 

2.1. 孟子道德教育的目标 

2.1.1. 大丈夫人格 
孟子推崇的第一层次的理想人格是大丈夫人格，大丈夫人格集中体现了高尚的道德境界和人格风范。

孟子认为大丈夫应具备的道德风范应当是：“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

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1], p. 152)因
此，在孟子看来，大丈夫首先要具备高尚的气节，高尚的气节远远高于财富、权力和地位，以仁爱和正

义为行为准则，遵循道德规范，坚守道德底线。其次，孟子认为，“浩然之气”是大丈夫人格崇高的精

神境界，这是一种内在的道德力量，能够使人保持独立的人格和坚定的信念。根据孟子的阐释，“浩然

之气”这一概念很难用语言表达其实质。作为一种独特的“气”，它兼具浩渺与刚强之特质。当然，孟

子所指的“浩然之气”，不是天地间自然生成的“气”，亦非轻易可得的既定存在，而是需要个体能够

能动地去积极追求和塑造的正直之气。这种“浩然之气”源自人性中的善良本质，个体需要进行自我完

善和调节来形成和滋养，同时，加之与道义相契合，如此方能形成凝聚在个体之内的宏大而正直的精神

力量。究其本质，“浩然之气”不仅象征着高尚的精神追求，更体现着一个人的至高道德修养。孟子认

为，若想成就“大丈夫”的品格，个体必须涵育和蓄积这种“浩然之气”，使其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2.1.2. 君子人格 
在大丈夫人格的基础上，孟子提出了君子人格这一更高层次的道德教育目标。“人之所以异于禽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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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几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1], p. 210)孟子洞

察到，人与禽兽的就差那么一点儿，通常人都会抛弃这一点，君子却能更深入地洞察其内在的深远意义。

他们不仅认识到这种品质的重要性，更能在实际行动中体现出对其深层含义的深刻理解。孟子认为舜身

处深山，被树木、山石、鸟兽所包围，他依然能够坚守人的本质。每当舜听闻善言、目睹善行，他都会

毫不犹豫地付诸实践。舜的卓越品质更彰显在他始终坚守仁义之道。在行为层面，大丈夫往往倾向于展

现出“行仁义”的倾向，即其言行举止自然而然地遵循着仁义等道德标准；相比之下，君子的行为则更

深一层，达到了“由仁义行”的境界，他们能够自觉地、主动地践行仁义之道，体现了更高层次的道德

自觉。此时的行为模式更倾向于自我驱动和自我实现。“明于庶物，察于人伦”这一表述，深刻而精炼

地概括了君子所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总的来说，君子之品格，不仅要求其对人伦之道有着敏锐的洞察力，

更需对世间万物的发展规律有深入的理解与把握，这使得君子的品格在大丈夫人格的基础上得以升华，

展现出更为卓越与完善的道德风范，其核心在于“明于庶物，察于人伦”，同时，这一品格也包含了“仁

义礼智”等丰富的内在道德品质，使君子能够在复杂多变的世界中始终保持高尚的道德境界。[2] 

2.1.3. 圣人人格 
在儒家思想体系中，孟子将圣人人格视作道德教育的至高目标。其中，“内圣”被诠释为个体通过

自我修养与品性陶冶，力求内在道德品质的臻至完善，其目的在于成就一个道德高尚的人。而“外王”

则指将这种内在的道德品质转化为行动，以达成家庭和谐、国家治理乃至天下太平的宏愿。孟子在探讨

君子与圣人的界限时，经常援引舜的典范，强调其道德品格的卓越，这彰显了君子与圣人之间在道德层

面上的共通与连接，但圣人人格内涵更为广博且深刻。首先，孟子指出：“圣人，乃人伦之极致。”([1], 
p. 178)孟子认为圣人完美地诠释了人伦之道，无论是君主还是臣子，都各自尽到了自己的职责与义务。

其次，圣人并非遥不可及的存在，他们与并无很大差别。一方面，圣人也如同凡人，拥有基本的生存需

求与欲望；另一方面，在道德追求上，圣人同样追求义理，这体现了人类共通的道德追求。再者，圣人

作为道德楷模，其示范作用也绝不容忽视。孟子强调：“效法尧舜之行，承继其德，行其言，即是尧舜

之再现。”([1], p. 306)通过仿效圣人的言行举止，人们能够逐步接近并达到圣人的境界。综上所述，圣

人人格在道德层次上显著超越了君子与大丈夫，他们将“内圣外王”的理念内化于心，行为举止皆达到

了自由的境界，成为了道德实践的典范。 

2.2. 孟子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2.2.1. 仁义教育 
基于孔子的“仁”论，孟子进一步将“仁”与“义”结合在一起，构建了独特的“仁义观”。孟子

强调，“仁”与“义”二者具有共同的根源，均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孟子认为，仁与义是相互联系、

相互依存的。仁是内在的道德情感，义是外在的道德原则和行为规范。仁需要通过义来体现和实践，而

义则需要以仁为基础和支撑。遵循仁义之道，要求我们应当心怀善心，勇于承担社会责任，并深刻领会

和践行人伦之道的真谛。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1], p. 295)“仁，人之安宅也；义，

人之正路也。”([1], p. 187)他将仁义比作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居所与指引前行的道路，这一生动的比

喻深刻揭示了仁义对于个人成长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通过强调仁义的地位，也展现了道德理念在塑造

个人品格和构建和谐社会中的关键作用。 

2.2.2. 人伦教育 
孟子在继承孔子“正定名分”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了“五伦”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这一

思想明确指出了个体在不同伦理关系中应遵循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通过明确这些道德标准和行为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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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孟子旨在引导人们建立起更为和谐、有序的社会关系。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

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朋友有信。”([1], p. 135)他将“人伦”诠释为社会关系的总和，其核心目标在于培养具备“明人伦”理

念的君子与大丈夫。所谓“明人伦”，即首先要让人们深刻认识并理解各类人际关系，进而明确自己在

每段关系中的位置与角色。通过这种认识，个体能够清晰地界定自己在不同人际关系中应承担的道德责

任，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道德自觉，从而推动社会道德风尚的健康发展，使人际关系交往更加清晰、规

范。孟子提出的“明仁伦”的道德理念，不仅为人类社会的道德建设奠定了良好的道德基础，而且对人

类自身的道德素质的提高、社会的和谐、理想的社会秩序的形成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2.2.3. 孝悌教育 
关于“仁义礼智”这四者，孟子说道：“仁之实，事亲也；义之实，从兄事也；智之实，知斯二者

弗去事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1], p. 167)孟子主张“孝悌”作为仁之根本。他理解的“仁”，

核心在于对父母的孝顺；而“义”，则体现在对兄长的顺从之中。进一步地，他强调“智”在于深刻领

会“仁义”的精髓，而“礼”则在于妥善调和“仁义”间的关系。孝悌的提出，显示出他对家庭在德育

中的地位的重视。简而言之，孝悌即是表达了对父母的敬爱，以及对兄长的尊重。孟子将“父母俱存，

兄弟无故”视作君子三乐之第一乐。具体来说，父母在世时，当然需要子女细心赡养，而孝顺父母不仅

仅包括父母生前，还应在逝后做到尊重与关怀。首先，赡养父母并非仅止于物质层面的“养口体”，更

需注重“养志”。所谓“养口体”，即确保父母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满足，让他们无后顾之忧；而“养

志”则是指要满足父母在情感层面的需求，让他们内心充满愉悦和满足。其次，在父母逝世后，办理丧

事亦需恰到好处，既不过度铺张浪费，亦不应过分节俭，以体现对逝者的尊重和怀念。这样的孝顺方式，

不仅关注物质层面，更重视精神层面的关怀与陪伴。“养生者不足以当大事，惟送死可以当大事。”([1], 
p. 207)由此不难发现，孟子在倡导对父母生前悉心照料的同时，也极其关注父母逝后的妥善处理。最终，

孝顺父母的核心责任在于成家立业，娶妻生子。孟子心怀天下，不拘泥于个人视角，而是将“孝悌”的

教育意义从家庭层面升华至更为广泛的仁爱境界。在他看来，“孝悌”不仅是家庭幸福的基石，更是社

会稳定和谐的重要保障。 

2.3. 孟子道德教育的方法 

2.3.1. 推崇圣贤 
孟子认为，提高道德修养，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应当不断学习、充实自己，以

达到提高道德修养的目的。孟子说：“皆古圣人也，吾未能行有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孟子倡导

将圣贤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致力于道德修养。在儒家学派中，尧、舜、禹被誉为“圣人”，他们不仅

道德修养极高，更能洞察万事万物的本原与规律，将至高无上的大道传播于世间。同时，孟子所提及的

“贤人”，指的是那些德才兼备，行事规律客观，有志向、有追求、有抱负的人，即便他们身居高位，

也始终将百姓福祉放在首位。孟子深信，榜样的力量是巨大的。圣贤作为道德的典范，他们独特的道德

感染力及高尚的人格魅力，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言行，进而促使整个社会形成一股积极向上的风气。

[3]因此，孟子极力倡导人们以圣贤为楷模，不断自我激励，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并说道：“舜，人也；

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 

2.3.2. 教亦多术 
孟子主张教育者应依据受教育者的个体差异，灵活采用多样化的教育策略。在教育实践中，他认识

到每个人的道德基础不尽相同，有的人能够迅速领悟道德要义，而有的人则需要耐心细致的引导。德育

https://doi.org/10.12677/acpp.2024.137224


刘敏 等 
 

 

DOI: 10.12677/acpp.2024.137224 1511 哲学进展 
 

的核心在于育人，孟子在育人过程中，不仅运用直接教育与间接教育两种主要方式，更强调教育方法的

多样性和灵活性。孟子提出“教亦多术，予不屑之教诲者也，是亦教诲之而已矣。”([1], p. 234)孟子认

为不屑于教诲他人，也是一种教诲的方法。这体现了孟子在道德教育上的多元化思维，他倡导根据个体

差异和情境变化，灵活选择和应用不同的教育形式，以实现道德教育的最佳效果。 

2.3.3. 反求诸己 
孟子在多处强调“反求诸己”的理念，这一观点是对孔子“内省法”借鉴与继承。孟子主张，人应

时常进行深刻的自我反思，欲成就仁德之人，必须反躬自省，多从自我出发审视问题，以此唤醒内心的

良知，寻回内在的道德根基。同时，他也倡导人们要形成定期自省的习惯，并有意识地培养内省的能力，

以拓展内心的善念，进而不断完善个人的道德修养。然而，孟子所提的“反躬自省”并非局限于自我反

省与自责，而是鼓励在面对挑战与困境时，人们应首先从自身出发寻找问题，暂且搁置外界环境的干扰，

最大限度地发挥道德行为主体的自主性和积极性。[4] 

3. 孟子道德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3.1. 提高个人自我修养 

中国传统道德观强调人们不应仅沉溺于物质享乐，而应追求更为崇高的精神层面。其核心理念在于，

个人应超越狭隘的私欲私利，将国家、民族及人民的福祉置于首位，并将道德精神的追求视为行为的最

高指南。孟子道德教育思想也强调人们应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并塑造理想的道德典范。 
在提升个人的思想认识和道德水平方面，这并非一蹴而就的成就，而是需要经历漫长而深入的社会

实践过程，方能达到更高的境界。孟子所倡导的“反求诸己”理念，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卓有成效的个人

修养提升途径。通过自我反省，个体能够对自己形成全面且清晰的认知，进而更有效地进行自我监督与

自我提升。这一反省过程在提升道德水准、追求更高道德价值方面，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同时，当

个体具备了自省的能力，便能在不断的反思中摒弃陋习，汲取经验教训，从而调整自我、完善自我，将

内在的道德观念转化为更为规范、更为高尚的道德行为。 
孟子的德育思想也引导我们审视内心，坚守道德信仰，追寻深层的内在价值。通过其思想，我们得

以树立更加坚定的道德观念，并从中汲取有益的道德修养方法。这不仅有助于增强个人在道德实践中的

自觉性和主动性，还能显著提升整个民族的精神风貌。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国家繁荣发展的基石，也是全

体民众共同的期许。在构建和谐社会的道路上，除了完善各项法律制度外，道德的约束作用同样不可或

缺。道德的力量并非仅依赖于外部规范的制约，更重要的是依赖于每个人内心的自律。因此，道德与法

制相辅相成，二者在构建和谐社会中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前提。 

3.2. 弘扬家庭美德 

在道德建设中，家庭教育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它是一套指导家庭内部成员间关系以及家庭生活

中人际交往的行为规范。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深深珍视家庭、家教和家风的价值，正如古语所言：“家

国天下，家为基石。”因此，家庭美德教育在构建社会道德体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在现代家

庭道德建设的进程中，将孟子“孝悌”的伦理观念深度融入，不仅有助于提升家庭成员间的亲情纽带，

还能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5]通过将传统伦理观念与现代家庭道德建设相结合，我

们能够构建更为坚固的道德基石，为社会的道德发展奠定坚实基础。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

多次强调家庭、家教和家风的重要性，并对此进行了一系列深入阐述。孟子曾强调家庭教育的核心地位，

视其为社会最基本的细胞，家庭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家庭的幸福与和谐。这提醒我们，必须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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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重视家庭教育的功能，通过家庭教育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为个人成长与发展奠定坚实的

道德基石。 

3.3. 引领社会道德风尚 

在当今社会，随着经济蓬勃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道德议题日益变得错综复杂和多元化。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的高速增长确实极大地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然而，与此同时，受不良社会思潮的侵袭，诸

如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等错误价值观逐渐盛行。面对这些诱惑，许多人开始忽视道德底

线，导致了一系列社会失德现象频发。我们时常在新闻中看到动车上公然播放视频、公共财产遭破坏等

不文明行为，更有人面对他人困境时，不是立即伸出援手，而是先忙着在社交媒体上分享。此外，校园

霸凌等社会问题也屡屡发生。这些现象让人们在面对社会道德问题时，也会对社会道德产生质疑。“榜

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先进典型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好典型、好榜样对广大群众，是非常现实的引导者，

是激励鞭策人们努力进取的直接动力。”[6]榜样的力量不容忽视，通过学习楷模的精神风貌，以榜样为

镜，进而能够引领并塑造社会的道德风尚。在追求物质发展的同时，我国同样高度重视社会道德的建设，

而榜样示范正是推动这一进程的有效手段。这些生动鲜活的榜样们，以坚定的理想信念，播撒着道德的

种子，为社会注入了正能量。道德模范们，如劳动模范郭明义、抗疫英雄钟南山等，他们通过自身的行

为，展现了高尚的精神力量，引领着社会的价值导向。榜样作为最佳的参照系，在任何历史时期都不可

或缺。他们以其卓越的表现，激励着我们保持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的姿态，共同开创事业的新篇章。孟子

提出的“推崇圣贤”的典范道德教育方式，在当今社会道德建设中，依然具有深远的意义。它有助于我

们营造崇德向善、见贤思齐的良好氛围，抵制不良道德风气的侵蚀，进而促进整个社会道德风尚的健康

发展。 

4. 总结 

孟子的德育思想凭借其独到的视角和深刻的见解，极大地丰富了我国古代德育理论体系。孟子深奥

的哲学精神及其思想精髓，不仅为提升个人修养提供了宝贵资源，更为社会道德建设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和借鉴。在当代，我们应当对孟子的德育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与发展，赋予其更加丰富的时代内涵，

以更好地适应现代社会的道德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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