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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卢梭是18世纪法国一位伟大的教育学家，他所著的教育哲学巨作《爱弥儿》有着丰富的道德教育内容。

在人性设定上，他主张人性本善，人性的基础是自爱和同情，可通过道德教育的种种方法培养有德行的

人。在道德教育的内容上，主要有培养善良的习惯、培养道德的思想感情和实施善与正义的行为这三个

方面。关于他的道德教育思想的特征，卢梭比较强调自然的情感教育，强调用情感代替理智，具有明显

的非理性特点。 
 
关键词 

卢梭，道德教育，自然教育，非理性 

 
 

An Analysis of Roussea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Geli Wang 
College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Oct. 20th, 2023; accepted: Nov. 17th, 2023; published: Nov. 24th, 2023 

 
 

 
Abstract 
Rousseau is a great educationist in France in the 18th century. His great work “Emile” of educa-
tional philosophy has rich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setting of human nature, he main-
tains that human nature is inherently good, the basis of human nature is self-love and compassion, 
and virtuous people can be cultivated through various methods of moral education. In the content 
of moral education, there are mainly three aspects: Cultivating good habits, cultivating moral 
thoughts and feelings, and implementing good and justice behavior. As for the characteristics of 
hi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Rousseau emphasized natural emotional education, emphasizing the 
substitution of emotion for reason, with obvious irrational characterist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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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卢梭是 18 世纪法国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他的道德教育思想主要集中于他的经典教育哲学著作《爱

弥儿》中。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是建立在他对当时社会状态研究的基础之上，首先，对卢梭来说，真正

的道德生活只能是自然状态下绝对平等的状态，然而自从产生了财产私有制，这种平等便一去不返，人

类进入了不平等、奴役、不道德的社会状态，卢梭的道德教育思想批判由于社会进步而导致的道德沦丧

现象。其次，他认为，人类天性善良，有着对于自己幸福生活的关切，卢梭主张通过道德教育培养自由

道德的自然人之外，也培养有良好道德素质和责任感的有德公民。此外，卢梭猛烈抨击当时封建社会和

经院组织对儿童理性知识灌输，不尊重儿童，没有把儿童当成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体的人来教育的戕害式

教育制度。本文试图在基于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善论的设定前提之下，阐述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三

个核心内容，并指出他的道德教育思想的非理性的特点。 

2.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设定 

道德教育的根本在于引导人走向“成人之道”是按照人本然存在的方式去生存，内容是关于个性、

道德素质、品格养成等，而道德教育的前提是关于对人性的把握。 
关于人性，在卢梭所处的时代，当时盛行已久的是基督教神学的性恶论，认为人天生有罪，人天性

中的从恶倾向是导致人类堕落的根源，而上帝是全知、全能、全善的存在，他能用他的神性来否定和克

服人的恶性，人类只有通过信仰上帝，灵魂才能得以解放，修得来世之福。哲学家霍布斯也认为，在自

然状态中，人性是自私的，人们互相争执和猜忌，在没有政府和权力的干涉下，人们永恒的处于战争状

态之中，即“一切人对一切人的战争” [1]。卢梭对此进行了严厉批判，他认为人本性善，生来是自由独

立的个体，他主张高扬人主观能动的能力，而宗教神学的人性恶论严重摧残人心，使人丧失其自然本性，

同时对当时这种为教会和封建贵族等级制度服务的道德教育制度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他认为这种道德教

育违反人的自由本性，排斥了自然知识，窒息了人们的头脑，教人违反人的理性和良心而信神的人，教

育出来的只能是一群斯文败类的伪君子。 
卢梭认为，人类原初的自然状态是黄金时代，在自然状态下，人们没有所谓的私有财产的概念，没

有善恶的意识和衡量道德的标准，没有理性知识，人们做任何事情都是凭借天赋观念以及本能欲望，人

与人之间的交往凭借的也只有从本能的“自爱之心”衍生而来的“怜悯之心”，人性的基础是情感，人

性是善的而非恶的。随着人的自我完善能力的发展，伴随科学与技术的发展，以及导致人们自私心理的

私有制度的产生，人类自由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人类淳朴的道德和幸福被破坏了，人的善良天

性被遮蔽，社会从此充满了压迫、邪恶和不幸 [2]。在卢梭看来：“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

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3]。卢梭为了防止爱弥儿受到外界不良环境的“污染”，建议置爱弥

儿的教育于孤独、偏僻的乡村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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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动物一样，人的天性在自然法则之下，受欲望支配，但是人作为有实践理性的存在，可以通过道

德培养教育成为有德行的存在。在卢梭的道德教育方法中，他倡导在道德意识的培养中提出用自然后果

法来惩戒和教育儿童，让儿童通过体验其由于自己的过失行为而导致的不良后果，激发儿童的内疚和痛

苦的感觉，从而吸取教训，进行反省和自然修正，意识到服从法则的重要性。卢梭说：“我们不能为了

惩罚孩子而惩罚孩子，应当使他们觉得这些惩罚正是他们不良行为的自然后果” [3]。他举例说，儿童打

碎玻璃了，就应该让儿童在没有玻璃的房间里受冻，让他们反思之所以有现在的不良后果是因为之前做

错事的代价，这就是卢梭提出的自然后果法。 
卢梭也强调有节制的自由，强调置于社会规则和自己体力范围内的自由，他指出：“你天生的体力

有多大，你才能享受到多大的自由和权力，不要超过这个限度；其他一切全都是奴役、幻想和虚名” [3]。
人是社会的动物，每个人处于客观世界中，与周围社会发生着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关系，自由不是无

所畏惧的任性，置于规则之下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所以，对于人来讲，尤其是对于儿童，要克制儿童身

上动物性的表现，必须给予适当的训诫。亚里士多德也强调，“那些追求着卑贱而且又生长得很快的东

西应当时时受到管教……如果这种欲求不被训导成听从最初原理的，它就会走的更远” [4]。训诫是一种

在教育管理活动中对学生偏离规则之外的批评教育，只要不超过应有的限度，适当的训诫是有必要的，

2021 年 3 月颁布施行的《关于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规则中指出：学校、教师应当遵循教育规律，依

法履行职责，通过积极管教和教育惩戒的实施，及时纠正学生的错误言行，培养学生的规则意识、责任

意识，在实行教育惩戒的过程中，注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遵循法制原则，做到客观公正，选择适当措

施，与学生过错程度相适应。 

3.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内容 

道德教育是一种“成人教育”，是一种区别于动物自然本性的，强调人之为人的具有实践理性的道

德培养的过程。卢梭也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从我的门下出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

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一个人应该怎样做人，他就知道怎样做人，他在紧要关头，而且不论对谁，

都能尽到做人的本分。” [3] 
在道德教育方面，卢梭提出道德教育有三个任务：培养善良的习惯、培养道德的思想感情和实施善

与正义的行为。首先，培养善良的习惯需遵循以下几项原则：其一，善良行为的养成要注重实践，避免

空洞说教。儿童时期是理性睡眠期，对于善恶的观念无从理解，如果对儿童进行高谈阔论的道德理论的

灌输，对于他们来说是索然无味的，尽量把“命令”“服从”“责任”“义务”等词从儿童所应学的词

汇中剔除，以免儿童养成错误观念，终身难以修正，但是“力量”“需要”“遏制”等词汇则需在儿童

阶段占有重要位置。尽量避免对儿童进行理性知识的教导、理性课程的灌输，应注重对儿童进行感觉、

感官的培育，让学生从探求感官事物的经验中去探求理性的知识。其二，卢梭注重儿童的实际行为，强

调榜样力量的发挥。卢梭竭力要求老师以身作则，身体力行为学生做好榜样，使儿童进行效仿。卢梭叮

嘱老师：“在敢于担当培养一个人的任务以前，自己就必须要造就成一个人，自己就必须是一个值得推

崇的模范” [3]。卢梭还说：“你必须使自己受到人人的尊敬，你必须从使别人爱你着手做起……这种权

威，如果不以别人尊敬你的道德为基础，就永远不能充分的行使” [3]。“为了做老师，你自己就应该严

格的管束你自己” [3]。只要父母师长先有良好的行为作示范，即使无任何语言，儿童自可潜移默化，而

引导自己采取向善、向好的良好道德行为。 
其次，培养道德的思想感情，即培养不受习惯约束，本着人的善念和良心，能在有正义和责任感的

驱使之下而努力行善的思想感情。卢梭论述道德品质的发展中强调，“只要他的感觉力对他个人还受到

限制的话，他的行为就没有什么道德的意义；只有他的感觉力开始超出他个人的时候，他才首先有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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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有善恶的观念，从而使他真正成为一个大人” [3]。这个时候，同情心便由此产生，它使儿童开始思

考别人的利益，意识到自己身心的所具有的束缚，开始意识到自己也是群体中的一份子，自己对他人也

是有义务的，开始为他人的痛苦而感觉到痛苦了，在此之后，他能以慈悲为怀，这便是道德意识的开端，

到了道德境界的临界点，向成人迈出了第二步。卢梭认为，培养道德情操，必须使青年不能涉足当时奢

靡腐败的上流社会，那样会使青年还没有了解其本质的情况下，就已经被它的外表所迷惑，从而会误导

折磨青年，因此，卢梭为着积极发展爱弥儿的道德感情，提出他的同情三原则：人设身处地想到的是比

自己更可同情的人；我们所同情的是认为自己也难免要遭遇的痛苦；对别人同情的多寡，取决于对受苦

者所遭受痛苦的感觉。在此，卢梭所提出的道德感情是有严格是非观念的明辨之心，培养道德的思想感

情是建立在培养有道德的思想意识的前提之下。 
最后，实施善与正义的行为。人的善良情感只有落实到行为的实施上才能被人直观的看出他为人的

道德性，卢梭认为，我们所谓的“善”就是由于爱秩序而创造秩序的行为，我们所谓的“正义”就是由

于爱秩序而保存秩序的行为 [3]。从卢梭为善和正义下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出，卢梭认为“善”和“正

义”是分不开的，哪里一切都是善的，哪里便没有不正义的事情。在卢梭心中，“爱善”的情感是人们

的天赋情感，“正义”也是人们经由理智的启发而来自心灵的真正的爱，是我们遵循原始善良情感的自

然展开，人们对正义行为的实施是人们凭借自己的天赋良心去认识和选择而去做的。同时，为了防止人

们的善良同情之心退化为懦弱，就要求我们要普遍地去同情整个人类，卢梭认为，在一切的美德中，“正

义”的最有助于人类的共同福利的。如果人们为人善良，事事远离自己的利益去考虑问题，而主动关心

他人乃至整个人类的幸福命运，便愈发会少搞错善和恶的事情，便愈发会少产生盲目的偏爱，便可行事

正义，由此可以得福，因此卢梭便把善和正义同人类的幸福密切联系了起来。总之，卢梭从人性善论出

发，由“自爱”到“他爱”继而到“正义”，强调人的一切行为应该以公共利益为目标，他是人们获得

幸福的关键，也是人们行为的最高美德。 

4. 卢梭道德教育中的非理性特征 

情感和理性在道德教育的过程中均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而何为侧重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哲学问

题。而在卢梭的教育理念中，则对理性主义教育进行了批判：“用理性去教育孩子，是洛克的一个重要

原理；这个原理在今天是最时髦不过的了；然而在我看来，它虽然是那样时髦，但远远不能说明它是可

靠的” [3]。卢梭在道德教育中很注重道德感化和情感的激励 [5]。极力推崇自然的情感，强调良心的作用，

认为真正的道德只能建立在情感上，强调我们不要做违背自然情感的事情，因为只有情感才能战胜人的

激情，只有有道德的情感才能统御人，使人的身心得到和谐发展。所以，卢梭的道德教育侧重的是情感

主义的路线，具有明显的非理性特征。 
卢梭道德教育的非理性特征并不因为理性对道德不重要，而是由于理性主义片面的强调理性的功能

而忽视了情感的重要性 [6]。在卢梭看来：“单单凭理性，是不能发挥作用的，它有时候可以约束一个人，

但很少能鼓励人，它不能培养任何伟大的心灵” [1]。只有通过人的情感感知自己和外界的联系，感受人

的苦乐、幸福。人因情而有意，人因情感而传达着相互之间的需求，推动理性的发展，如果没有情欲的

需求，没有情感的推动则人不会发展出理性的推理和思考。尤其在社会状态中，我们的行为受到理性和

私欲的规范和干扰，这时候，就需要用良心这个准则来作为衡量自己的善恶判断和行为的标准，因此，

卢梭强调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应该顺从自然，率性而为，多凭感觉，感情行事，注重经验实践，强调情

感教育。 
卢梭抨击当时封建教育制度下对于学生的强行灌输和暴力训诫，他认为要在日常道德教育中注重道

德习惯、情感和道德知识的传授，注重实行而力戒空谈。对父母和教师的榜样作用的发挥提出了很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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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强调对学生要身临其境、身体力行躬行教导，卢梭认为脱离实践的道德知识是无用的，强调在实

践中获得善恶观念，用行为去成就美德。强调顺应自然，使学生在自然而然的具体情境中养成道德行为，

达成道德教育的效果，并根据儿童的情感、智力、兴趣、特点等的发展水平，遵循自然给画出的道路前

进。 
当然，单纯的情感主义道德教育也有其局限，笔者认为，情感是个人的主观感受，容易受不稳定的

心态所影响，稳定性较差，为了弥补其缺陷，正确的思路应该是与理性主义路线二者合二为一的融合讨

论。即在道德教育过程中，既要有对于道德法则的敬重，又要出于情感的考虑，二者是矛盾的一体两面，

具有对立的一面，也有辩证统一的一面，缺一不可，既要“以情感人”，又要“以理服人”。 

5. 结语 

卢梭一生虽然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然而他凭着自己敏感细腻的大脑写出的教育哲学巨作《爱弥儿》，

给予了我们深邃的教育理念，历经两百多年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值得我们深刻领会。但是，再伟大

的理论也不能照本宣科、机械借用。因此，我们在践行卢梭的道德教育主张时，必须根据实际有所变通

和创新，取其精华，灵活应对，以便更能适应当今家庭、学校和国家教育现状。 

参考文献 
[1] 霍布斯. 利维坦[M]. 黎思复, 黎廷弼,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85: 15. 

[2] 赵林. 浪漫之魂: 让-雅克·卢梭[M].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 2021: 98. 

[3] 卢梭. 爱弥儿[M]. 李平沤,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8: 6, 15, 89, 99, 109, 110, 113, 120, 331, 444, 515. 

[4] 亚里士多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M]. 廖申白,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101. 

[5] 葛宇宁.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探析[J]. 保定学院学报, 2021, 34(1): 98-102. 

[6] 王连喜, 王定华.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述评[J]. 许昌学院学报, 1992(4): 101-10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04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探析
	摘  要
	关键词
	An Analysis of Rousseau’s Moral Education Thought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人性设定
	3. 卢梭道德教育思想的内容
	4. 卢梭道德教育中的非理性特征
	5. 结语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