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s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1), 241-246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ss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11008   

文章引用: 刘雅丽, 嵇梦莹. 荀子教化思想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1): 241-246.  
DOI: 10.12677/ass.2024.13111008 

 
 

荀子教化思想及其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刘雅丽，嵇梦莹 

山东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淄博 
 
收稿日期：2024年9月23日；录用日期：2024年10月30日；发布日期：2024年11月7日 

 
 

 
摘  要 

荀子作为先秦时期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是儒家学派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又一位杰出代表。

他不仅继承了孔孟的教化思想精髓，还广泛吸纳了先秦诸子百家的智慧，从而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教化思

想体系。荀子的教化思想旨在培养高尚的道德人格，提升个体的思想道德修养，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具有深远意义。荀子的教化思想蕴含了丰富的智慧与深刻的哲理，对于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而言，确

实具有极高的借鉴价值。将荀子教化思想中与时代相契合的内容与方法融入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不仅能

够丰富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式，还能有效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对当前思想道德体系建设具有

重要意义。 
 
关键词 

荀子，教化思想，思想政治教育，启示 
 

 

The Educational Thoughts of Xunzi and 
Their Insights for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Yali Liu, Mengying Ji 
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ibo Shandong 
 
Received: Sep. 23rd, 2024; accepted: Oct. 30th, 2024; published: Nov. 7th, 2024 

 
 

 
Abstract 
Xunzi, as a prominent thinker,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of the Qin Dynasty, stands out as an ex-
ceptional representative of Confucianism following Confucius and Mencius. He not only inherited 
the essence of their educational thoughts but also extensively absorbed the wisdom from various 
schools of thought during the pre-Qin period, thereby constructing a distinctive system of educ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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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s. Xunzi’s educational philosophy aims to cultivate noble moral character and enhance in-
dividual moral and intellectual development, which holds profound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so-
cial harmony and stability. His thoughts are rich in wisdom and deep philosophical insights that 
offer substantial reference value for contemporary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practices. In-
tegrating the content and method of Xunzi’s educational thought into modern ideological and polit-
ical education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content of education, innovate the mode of education, but also 
effectively improve the effectiveness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
canc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urrent ideological and moral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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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荀子教化思想产生的背景渊源 

战国末期，随着封建经济的发展，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封建制逐渐取代奴隶制成为主导。这

一时期，诸侯割据的政治局面日益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结束分裂、实现国家统一成为历史发展的必

然趋势。荀子的教化思想正是在这样一个社会大变革的时期逐渐形成的。他站在时代前沿，批判性地继

承了孔孟、法家、道家、墨家等学派的思想精华，构建了独具特色的思想体系。 

1.1. 荀子教化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 

政治方面。战国时期是中国社会形态由奴隶制过渡到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地主阶级和贵族阶级抛

弃了原有的家臣制度，改行俸禄制和上级制，中国施行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官僚制度就此开始。随着中央

集权趋势的加强，各国均设郡县等地方行政组织，以郡守为地方长官，负责管理和征兵。这一举措极大

地提升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力和影响力，使得国家机器更加高效运转。同时，军队规模也随之迅速扩大，

成为各国争霸天下的重要力量。正所谓“晚世益甚，万乘之国七，千乘之国五，敌侔争权，盖为战国”

[1]，故在战国时期，大国侵伐小国、小国相互兼并的战争频繁发生，整个战国时代充满了动荡与变革。 
经济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说：“历史中的决定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2]战

国时期的经济发展，正是这一论断的生动体现。在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力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高。人们

广泛使用犁、锄等铁农具，并普遍采用牛耕技术，极大地促进了农业技术的改革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升。

与此同时，手工业和商业也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遇。手工业产品种类繁多，商贸活动十分繁盛。各诸侯

国也不再与世隔绝，各国之间商人往来频繁，贸易兴旺，促进了战国时期社会的发展和文化的整合。 
思想方面。自由的学术氛围，使得战国时期文化领域空前繁荣。面对礼乐崩坏的社会局面，许多思

想家从不同立场和角度出发，着力于重建社会文化秩序和价值体系，纷纷著书立说，逐渐形成了儒家、

墨家、道家、法家、名家和阴阳家等不同的派别，由此形成了诸子争鸣的局面。“盖周秦之季，诸子之

学，皆互为采获，以相融会。”[3]正是激烈的辩论和交流促进了学术和思想领域的蓬勃发展，荀子将百

家之学融会贯通，并在继承和创新的基础上，形成了他特有的教化思想体系。 

1.2. 荀子教化思想形成的理论渊源 

荀子对孔孟思想的批判、继承与发展。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立者，对荀子道德教育思想的产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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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了重要作用，其道德起源论、礼乐教育法等主张，直接影响了荀子的教化思想。孔子认为要“予以四

教：文，行，忠，信”，通过知识的传授和行事的实践获得提高；孔子还主张“学”“思”“行”等教育

方法，“学而不厌”“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这些都对荀子产生了重要影响。例如荀子的“注错习俗”

的环境教育法，正是对孔子德育思想的继承和创新。在孟子德育思想的启发下，荀子也形成了许多教化

观念。如在教学方法上，荀子同孟子有很多相似点，比如都重视环境对人的教育作用，都继承了孔子礼

乐教育理念，并都有所发展。在教学方法和教化观念上，荀子形成了与孟子既相似又有所超越的独特体

系。孟子所推崇的“养浩然之气”“存心”“尽性”等方法，以及他强调的“内发”与“自省”在达到

“反身而诚”目标中的重要作用，都为荀子的教化思想提供了宝贵的启示。 
荀子不仅对孔子、孟子等道德教育思想有所继承和发展，而且对当时盛行的法家、道家、墨家思想

也有借鉴和发展。荀子在与法家思想家的交流中，深刻认识到法律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性，从而提出了

“法者，治之端也”的观点。这一观点不仅肯定了法律作为治理手段的基础地位，还进一步将法律引入

到道德教育中，提出了“隆礼重法”“礼法并用”的主张。荀子虽然承认自然界有其自身变化发展的规

律，即“天道自然”，但他并不赞同道家在此基础上的完全“无为”态度。荀子认为，人类在自然界面

前并非完全无能为力，而是可以通过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来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从而实现自身的发

展。荀子在吸收墨家“辩”术的基础上，形成了自身独特的“说谈之术”。荀子运用这种“说谈之术”

来阐述自己的思想观点，使得其文章更加系统严密、条理清晰。 

2. 荀子教化的内容和方法 

荀子在“人性恶”的理论基础上，将道德教育的目标划分为士、君子、圣人，建立了以自我教育、环

境教育、实践教育、礼乐教育等为教化方法，以“礼”“义”“法”为主要内容的教化体系。 

2.1. 荀子教化的内容 

荀子教化之“礼”。荀子的礼学思想贯穿于《荀子》全书中，“礼”的出现就有 339 处之多[4]，这

也逐渐成为荀学的核心部分和首要特征。“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是礼之所起也。”

[5]荀子认为，人生来就具有各种欲望，这是人性的一部分，这些欲望如果得不到合理的满足和调控，就

会驱使人们不断追求，甚至可能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之中，社会就会陷入混乱。这种混乱不仅破坏了社会

的和谐与稳定，还会导致人们陷入贫困和困苦之中，为了应对这一问题，荀子提出了礼治的思想。除此

之外，“礼”主要有三方面的作用：第一，提升人的道德修养。“礼”能够调节人们行为，以礼修身是自

身生存的需要。第二，维护封建社会的等级秩序。“礼”能确定名分等级，使人们各居其位，各施其能。

第三，促使百姓懂法守法，以维护政治统治。如果百姓都能遵守礼义，都会实现政通人和。 
荀子教化之“义”。荀子的“义利观”是对孔子“见利思义”和孟子“舍生取义”思想的继承与发

展，他在这一问题上展现出了更为全面和务实的态度。荀子的思想在强调道德高尚的同时，也兼顾了人

民的根本需求，从而避免了孔孟“义利观”中可能存在的过于理想化、忽视现实利益的倾向。荀子对孔

孟义利之分进行了批判性的传承，根据人类本性及当时的社会现状，在重“义”而不弃“利”的基础上，

主张“义利并举”。荀子对人性的追求做出了较为公平的评价，他认为人性中存在着趋利避害的本能，

这是人的天性使然。荀子在肯定人性趋利避害的同时，也强调了“义”的重要性。他认为，“利”和“义”

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荀子主张在追求利益的过程中，必须遵循道德规

范，即“见利思义”。当人性中的“利”达到某种限度时，就会促使人们去追求更高的道德境界，即“义”

的实现。荀子突破孔孟的理想义利观念，在重视“义”的同时，更多地回到了实际生活中，对人类最基本

的需求进行了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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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子教化之“法”。荀子的教化之“法”思想，是在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逐渐占据主流地位的背

景下，对儒家传统礼治思想的一次重要革新与拓展。荀子深刻认识到“法”在现实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并将其与儒家思想的“礼”相结合，提出了“隆礼重法”的治理理念，这一思想不仅丰富了儒家学说的内

涵，也使其更加贴近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荀子并没有完全摒弃儒家传统的礼治思想，而是在其基础上

进行了批判性的继承与发展。他认为礼是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们行为的重要准则，但仅仅依靠礼的柔

性约束是不够的，还需要有法的刚性约束。因此，荀子将“法”的地位提升到了与“礼”并列的高度，

“以礼为核心，把法家的法治纳入儒家的礼治系统。”[6]即既重视礼的道德教化作用，又重视法的强制

规范作用荀子重新诠释法家的法治思想并将其融入到儒家思想之中，使儒家思想在某种意义上更加贴近

现实。 

2.2. 荀子教化的方法 

“积善成德”的自我教育法。“积善成德”出自于《劝学》：“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

[7]积累善行养成高尚的品德，自然会心智澄明，也就具有圣人的精神境界了。“积善成德”的自我教育

法是荀子教化方法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成为“君子”乃至“圣人”的重要途径。荀子认为要改造人生来之

恶，需要长时间的学习和修炼，是一个“内化”和“外化”共同作用的过程，只有不断地自我反省和自我

完善，才能将刻意为之的道德行为转化为自主自觉的日常行为。 
“注错习俗”的环境教育法。“注错习俗”出自《荀子·儒效篇》：“注错习俗，所以化性也；并一

而不二，所以成积也。”[8]“注错习俗”意指社会环境和文化风俗对人的影响，即思想政治教育原理中

环境载体对人的影响。荀子十分注重环境在人的道德品质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荀子还提出不

同的环境会塑造不同人格品质的人的观点，他认为一定程度上环境对人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因此荀子

主张不仅要塑造良好的道德环境，实现“内化”和“外化”的统一，同时还要教育学生有意识地远离邪

祟、分辨是非。 
“知不若行”的实践教育法。荀子的“知不若行”的实践锻炼法有两层含义：第一，行高于知。荀子

主张要博览群书来提升自身的眼界和见识，唯有不断地提升自己的学识、完善自己的品德，才能改变愚

昧和贫困的境况，荀子亦主张把所学的知识运用到实际当中去。第二，“行”对“知”有验证作用。即使

懂得很多知识，但没有实际的经验，也会使自己陷入两难境地。 
“乐得善道”的礼乐教育法。在“礼崩乐坏”的战国时代，荀子继承了孔子的礼乐思想。荀子认为，

“礼”和“乐”同样具有移风易俗的重要作用，是完善人格以及实现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在荀子看来，

除了利用外在的“礼义”规范来使社会有序运行之外，还要利用“乐”对人进行情志的引导和调节，“乐”

能够使人自觉自愿地接受道德教化，将蕴含在“乐”中的道德与精神内化于心，以完善个体的道德人格，

最终实现社会的有序和谐发展。正所谓“以礼教为乐教的目的，乐教为礼教的手段”[9]，两者相辅相成，

共同调节和引导社会向前发展。 

3. 荀子教化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启示 

创新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方法的融合发展需要继承发展我国传统的教化内容

精华，批判继承荀子教化模式并进行创造性转化对提升当代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仍有启迪意义。 

3.1. 化性起伪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推动下，各种思想文化相互激荡，多元价值观日益凸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

思想文化、价值观念通过各种渠道不断涌入，对青年的思想观念产生深刻影响，导致一些青年出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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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动摇、价值观念模糊等问题。思政教师“要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践行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10]首先，高校思政教师都应该

聚焦立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不断创新立德树人路径，丰富教育形式，不断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增强

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效性。其次，思政教师应开展集体研讨、集体学习等形式的活动，将课程思政的理念

落实到实处，构建协同化育人的大思政格局。最后，要在对学生进行道德教育的过程中，注重使学生明

确社会主义道德与中华传统美德之间的内在联系，引导学生认识到两者之间的互补性和共同性，从而更

加自觉地树立社会主义道德观。 

3.2. 以义制利强化对学生的义利观教育 

互联网和新媒体的快速发展为青年获取信息、交流思想提供了便捷渠道，但同时也带来了网络环境

的复杂化。网络空间充斥着大量虚假信息、低质量信息和不良信息，这些信息容易误导青年，影响他们

的价值判断和道德选择。荀子认为环境对个体的成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提出了“君子居必择乡，游

必就士”的观点。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中，可以借鉴这一思想，通过创建良好的学习环境和社会环境，

对青年进行潜移默化的影响，帮助他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和道德观念。一方面，高校思政课教师要强

化对学生的社会主义义利观教育，教育学生抵制唯利是图的错误观念。社会主义义利观同儒家所倡导的

义利观存在相同的价值取向，都在重视社会公利的同时，照顾到了个人私利，主张义利并重。另一方面，

思政教师要向学生讲好“义”与“利”之间是对立统一的关系，要教育学生个人私利的获得是建立在公

利实现的基础上的，只要每个人都树立起社会主义的义利观，共产主义的伟大目标才会最终实现。思政

教师可以在课堂中开展“义利之辩”的专题讨论，通过引导学生分析古代先贤的义利观和现代社会的义

利冲突，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义利观，明确个人私利应建立在社会公利实现的基础上。 

3.3. 隆礼重法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并行 

单纯依靠道德理论的灌输是不足以完成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必须结合法制教育，以更全面有效地

提升学生的道德素养。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在讲解道德与法制的关系时，应明确两者之间的本质区别与

紧密联系。法律作为由国家制定并强制执行的规范，具有明确性、权威性和强制性。而道德是人们对善

恶、美丑、是非等价值标准的内心认同和外在表现，它引导人们追求更高的精神境界和道德品质。通过

对比讲解，学生可以更加清晰地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和相互作用，理解二者在维护社会秩序、促进

个人发展方面的不同角色和共同目标。另一方面，思政课教师应关注法制教育背后的道德精神渗透，实

现道德教育内化与外化的同频共振。法制教育不仅仅是让学生知道什么该做、什么不该做，更重要的是

让他们理解为什么这么做、不这么做会带来什么后果。这需要引导学生形成正确的道德观念和价值判断。

同时，教师还要鼓励学生将所学的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通过实际行动践行道德规

范和法律要求，实现道德教育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思政课教师可以借鉴荀子“隆礼重法”的思想，将

道德教育与法制教育相结合，通过讲解道德与法制的关系，引导学生认识到法律与道德的界限和相互作

用。同时，要关注学生法制教育背后的道德精神渗透，实现道德教育内化与外化的同频共振。思政课教

师应在课程中结合社会热点事件，引导学生分析事件中的道德和法律问题，通过讨论和辩论等形式，帮

助学生深入理解法律与道德的关系，并鼓励学生将所学的道德知识和法律知识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去。 
荀子的教化思想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宝贵的人文资源，通过深入探索和提炼其中蕴含的道德智慧，

我们能够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不竭的灵感源泉。荀子的教化理念不仅蕴含了个人修身养性的核心价

值追求，还体现了社会和谐发展与国家安定统一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对于塑造个体的道德品质、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因此，批判性地继承荀子教化思想中的有益元素，对于促进现代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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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政治教育的进步至关重要。此外，深入研究荀子教化思想的功能价值与教化策略，对于强化当代思想

道德建设、培育并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以及营造文明和谐的社会生活，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参考

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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