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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尼采的道德教育观强调道德源于生命意志，并以权力意志为内核，超人为外显形象。基于对道德的全新

认识，尼采重估传统道德价值，呼吁摒弃专制和规训的道德教育，肯定基于生命意志的新道德教育，倡

导重在自我赠予的新道德教育，以及建立旨在自我超越的新道德教育。在当代教育中，尼采的道德教育

观仍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和教育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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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Nietzsche’s view of moral education emphasizes that morality originates from the will of life, and 
takes the will of power as the core, and superman as the external image. Based on his new under-
standing of morality, Nietzsche reappraised the traditional moral value, called for the moral edu-
cation to abandon tyranny and discipline, affirmed the new moral education based on the will to 
life, advocated the new moral education focusing on self-giving, and established a new moral edu-
cation aimed at self-transcendence. In contemporary education, Nietzsche’s concept of moral educa-
tion still has high reference value and educational enlighte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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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道德教育领域中，尼采的道德教育观一直凭借其独特的思想启迪着人们反思道德教育。尼采基于

生命意志重新审视道德缘起，重估传统道德价值，拓宽了人们对道德教育领域的认识。尽管尼采的道德

教育观在当代学术界存在广泛的争议，但其对于道德教育的认识仍然值得学界深入研究和思考。因此，

探析尼采道德教育观对于优化当代教育教学工作具有关键意义。 

2. 尼采的道德教育观 

2.1. 何谓道德？——基于道德重建视角 

道德并非源于神学的教条或传统的规范，而是起源于个体对生命价值的追求，人类通过追求生命价

值以及生命意志的加强，从而塑造出了道德[1]。尼采认为道德是基于生命意志的产物，而非外在的教条

与规范。同时，道德并非一成不变，而是随着人类生命价值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从这个角度来讲，道德

并非受外在的教条与规范而强加限制于人，而是源于人们对生命的探索与追求，从而创造出的社会规范。

由此可见，尼采的道德观强调了道德的内在价值，并且把个人的生命意志视为道德的核心，反思并超越

传统道德价值观，并试图进行道德重建。在尼采看来，生命意志是指一种内在的动力，是以个体生命价

值为核心的道德观念，它不仅体现了个体对自我完善的愿望，同时也反映了对自身道德价值的肯定[2]。
在道德重建过程中，生命意志作为道德重建的内核，它推动个体不断追求道德完善和超越，进而不断地

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平。其次，尼采将超人视为道德重建的外显形象，旨在重新定义人类的道德角色。尼

采指出人类历史上有许多值得推崇的道德角色，但其不完全满足人们对于道德的期望。例如，柏拉图理

性主义的道德是基于人类理智的，但缺乏生命感性；而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现代道德观是基于宗教信仰的，

但缺乏理性思考。尼采认为需要一种新的道德观念来重新定义人类的道德角色—超人，超人是一种生命

力无限强大、追求自我超越的人，旨在不断提高自己，不断超越自我，最终实现人类极限[3]。因此，尼

采给予了道德全新的认识，道德源于生命意志，以生命意志为内核，超人为外显形象，促使个人不断地

进行自我实现和发展。 

2.2. 对以往道德观的重新评估 

1) 对柏拉图理性主义道德的颠覆 
尼采在其哲学体系中对柏拉图理性主义的道德进行了颠覆和批判，在尼采看来，柏拉图理性主义道

德都是用虚构的“真实世界”的“道德秩序”规导、摧残、否定现实的生命世界[4]，其道德观念主要集

中在抽象概念和理性思考上，过分强调精神和理性，而忽视了人类的本性和欲望。尼采认为，人类本质

上是一种有着强烈欲望的动物，而这种欲望是可以被接受的，并不是一种邪恶的力量。他批判了柏拉图

主义对欲望的否定，认为这是虚假的道德观念。尼采主张人们应该摒弃柏拉图主义的道德观念，进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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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人类的本性和欲望。道德也应该建立在生命本身的价值之上，而不是建立在抽象的理性之上。因此，

他主张重视生命和欲望，强调人类的本性和真实动机。 
2) 对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现代道德观的批判 
尼采指出：“就我个人而论，我是一个最反对基督教的人，……”。尼采为什么要批判基督教?因为

在他看来，批判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现代道德观的批判，并不局限于以基督教为代表的现代道德观本身，

而是针对其背后的哲学思想和价值观念。尼采从多个角度来批判以基督教代表的现代道德观。首先，从

基督教道德的本质来讲，尼采指出：“基督教道德是个命令;其根源是超验的;它超越于一切批评，一切批

评权之外；唯独当上帝是真理时，它才有真理性，——它与对上帝的信仰同存共亡。”[5]基督教道德的

本质是否定世俗世界和人类欲望的价值，而将人类的价值归于超越性的神。这种道德观把人类的尊严和

价值放在了一个超越性的神的存在之中，抹杀了人类自身的力量和欲望，使得人类内在的潜力得不到发

挥，进而导致个体和社会的退化。其次，从基督教道德的标准来讲，尼采指出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是基于

奴隶道德的，即将懦弱、卑贱和谦卑等作为优良品质，将勇气、力量和傲慢等贬为罪恶。这种道德标准

使人类不能自我超越，缺乏对自我价值的确认，以及对自己能力的信心。因此，尼采认为这种道德标准

是一种不健康的道德，将人类的生命意义置于被动和消极的状态。再次，从基督教道德目标来讲，尼采

指出基督教道德扭曲了人对幸福和快乐的追求。基督教道德强调“苦难”和“牺牲”，使得人们的目标

变成了追求苦难和牺牲，并未体验到真正的快乐和幸福。这种价值观的扭曲让人类失去了自己的价值和

意义，对人的真正幸福和美好生活的追求也成为了一种虚无的幻想。总之，尼采试图通过批判基督教代

表的现代道德观，揭示其对人类本性的压抑和对人类潜在力量的否定，并呼吁人类积极面对生命，自由

发挥自己的潜力，使得自己成为真正的超人。 

3. 尼采道德教育观的当代教育价值 

3.1. 摒弃专制与规训的现代道德教育 

现代道德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通过专制和规训来达到维护专制者的统治，这种教育被是一种专制的、

束缚个性发展的教育，会使得个体逐步沦为弱者，失去独立思考和自我决策的能力，最终成为被社会约

束的附庸[6]。因此，尼采主张摒弃专制与规训的现代道德教育，转向以培养个体内在道德意识为核心的

道德教育。在教育过程中，尊重学生的个性和自由意志，鼓励他们自主探索和发展[7]，通过引导和激发

学生的兴趣，让学生真正理解道德价值，而不是通过强制和威胁等手段来促使他们遵循道德准则。此外，

道德教育也应该着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提高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便于学生在遇到道德问题时能够自

己去判断和决策，而不是盲目地遵循某种道德标准。同时，教师不仅要传授道德知识，也要通过身体力

行和言传身教来引导学生建立道德观念，教师凭借自身的道德行为作为榜样，潜移默化的影响和启发学

生。总的来说，当代道德教育应该摒弃专制和规训，转向以培养个体内在道德意识为核心的道德教育，

以注重培养学生的自主性和提高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为基本点，并且以教师的身体力行和言传身教为支

撑点。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责任感的时代新人，才能使得道德教育具有真正的意义

和价值。 

3.2. 肯定基于生命意志的新道德教育 

相对于传统的道德教育方式，基于生命意志的新道德教育更加注重个体主体性，强调学生在道德教

育过程中发挥自己的生命意志，并通过自我实践来感受道德价值，把道德观念融入到自己的生活中，从

而形成自己的道德观念，这种道德观在当代教育中仍具有教育价值，具体体现为：首先，基于生命意志

的新道德教育思想强调个体的自我实现和生命价值。尼采指出，道德应该建立在尊重和欣赏生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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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强调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命负责，以自我实现为出发点来理解人生。由此可以看出，新道德

教育为当代教育的发展指引了方向，教育应该注重发掘每个学生的个性和潜力，引导学生从自己的生命

中寻找意义和价值，并从中得到成长和满足。其次，基于生命意志的新道德教育强调个体应该追求道德

上的自由和完整，同时也要考虑到自己与他人、社会、环境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

的统一，这种教育观符合社会发展趋势，因此，当代教育需要借鉴新道德教育的优点，注重培养学生的

道德观念和社会责任感，为社会培养一批具有社会责任感和公民意识的人才。 

3.3. 倡导重在自我赠予的新道德教育 

在尼采的道德哲学中，自我赠予是新道德教育的核心。自我赠予是指在道德行为中，个人将自己的

力量和价值分享给他人，并以此来实现自己的价值和生命意义，个人应该通过自我创造来实现自己的价

值和生命意义。而这种自我创造需要将个人的力量和价值分享给他人，从而使得这种力量和价值获得更

广泛的传播和认可。倡导重在自我赠予的新道德教育能够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和自我反省能力。

传统道德教育注重灌输规范和价值观，让学生从外部形成道德规范。而倡导重在自我赠予的新道德教育

则要求学生通过自我反省和深入思考发现自己内在动机和欲望，此教育方法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自我

意识和提高自我反省能力，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和把握自己的行为。其次，倡导重在自我赠予的新道德

教育有助于促进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发展。传统道德教育往往将学生的自我发展限制在规范和价值观的范

围内，限制了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发展。而倡导重在自我赠予的新道德教育则注重发掘和引导学生内在的

潜能和特长，激发学生自我实现和发展的动力和能力。这种教育方法可以更好地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

力和自主创新能力，从而使学生的自我实现和发展得到更好的保障。当代教育可以借鉴尼采的道德教育

观，通过培养和提升学生的自我赠予的能力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和全面成长。教育者在教学中注重培养

学生的个性和自主性，而不能简单的强调遵守规则和道德准则。同时，教育者需要提供更加开放和自由

的教育环境，让学生有更多的机会去探索和发现自我，从而更好地实现自我赠予的目标。 

3.4. 建立旨在自我超越的新道德教育 

建立旨在自我超越的新道德教育思想强调道德教育应当使人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而不是沉溺于一

种固定的道德规范之中[8]。在这种教育中，学生不再是道德规范的被动接受者，而是成为自我认知和自

我反思的主体，引导学生开展多元化的思考和实践，激发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学生通过不断

超越自我和探索自我内在的价值和动力，超越传统的道德范式和固定的思维模式，进而形成独特的道德

观念和人生价值，达到帮助学生更好地适应外界变化和面对未来的挑战的目的。 

4. 尼采道德教育观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4.1. 对教育理念的启示 

尼采的道德观给予了当代教育理念较多有益启示。首先，尼采提出的道德教育观倡导了对人类生命

价值的尊重，强调人类生命价值的自主性和自我价值，这与“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相契合。同时，

尼采的道德观强调了人类生命价值的动态性，主张人类应该不断追求自我超越，这也符合当代教育对学

生全面发展的要求。其次，尼采的道德观否定了以往道德价值观的专制和规训，主张道德应该基于生命

意志而非外部势力，这也指引当代教育应该走向更加人性化、更加尊重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方向。此外，

尼采的道德观提倡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主张个体应该在自我追求和自我表达中获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

这启示当代教育应该向多元化发展，尊重每个学生的特质和个性，充分发掘其潜能和优势，让学生在自

由和开放的环境中得到全面的发展。总之，尼采的道德观为当代教育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财富，为教育界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8867


梁成龙，王过 
 

 

DOI: 10.12677/ae.2023.138867 5567 教育进展 
 

的理念革新指明了方向。因此，当代教育应该认真借鉴和吸收尼采的道德教育观，不断深化和发展教育

理念，以更加科学、有效和有益的方式为学生的全面发展和成长服务。 

4.2. 对教育实践的启示 

观念是人们行动的先导，教育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教育实践。尼采的道德教育观在一定程度上

可为教育实践给与影响与启示。在尼采看来，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重视学生的主体性，尊重学生的个性

化需求，鼓励学生通过自我发现、自我探索、自我实现等方式发现自己的生命意义。为此，当代教育应

该着重课程改革，尝试建立更开放、灵活的课程体系，赋予学生更多的选择权和主动权。同时，教学内

容需要注重实用性和跨学科性，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批判性思维。其次，应该倡导师生平等的教育关

系。尼采强调个体的自主性和平等性，要求教师和学生之间建立平等的关系。因此，教育者应该在教育

实践中教育者充分尊重学生的个性，鼓励学生积极参与自主学习，努力创设开放、包容的教学氛围。此

外，尼采指出，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应是培养学生的人文素质和促进其个性的发展。在教育实践

中应该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通过多元化的教育手段和资源，帮助学生发现自己的潜能和天赋，探索自

己的兴趣和爱好，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9]。最后，教育实践过程中应该注重教育的价值导向。尼采的道

德教育观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的生命意志，让学生能够超越自我，实现自我价值。因此，

教育者在教育实践中注重价值导向的培养，让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5. 结语 

尼采的道德教育观对传统道德观念的批判和超越，旨在建立以生命价值为中心的新道德教育，这种

教育不再依赖于权威和规范，而是注重个体的创造力和自我实现，鼓励学生自主思考和超越自我。然而，

要实现这种新道德教育，仍然存在一些挑战和困难。例如，评估学生的创造力和自我实现能力的方式方

法需要创新和改进等等。因此，对于尼采的道德教育观，应该基于自身教育实际状况，将尼采道德教育

观的精髓进行创造性的移植和改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更好的服务于教育工作，以更好地满足

学生的需求和助力学生的自我发展和成长。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尼采所倡导的以生命价值为中

心的新道德教育，推动当代教育的持续进步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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