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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王阳明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的“致良知”“知行合一”“立志成圣”等思想闻名海内

外。当前，注重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受到广大中小学教育者们的推崇。对比分

析来自两个时代的教育思想，可以发现二者具有相似性，“五育并举”对于阳明文化的继承和发扬能够

起到一定的促进效果；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对于当代“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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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ang Yangming was a famous philosopher and educator in ancient China. His ideas such as “pro-
moting conscience”, “unity of knowledge and action”, and “determination to become a saint” 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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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ll-known both domestically and internationally. Today, the educational concept of “Simultane-
ous Development of Five Aspects”, which emphasiz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aesthetics, and labor, is highly praised by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educators. By comparing and analyzing the educational ideas from the two eras,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are similarities between the two.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Aspects” 
can stimulate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Wang Yangming’s educational ideas, while 
Wang Yangming’s educational ideas have strong guiding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contem-
porary educational concept of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Five Asp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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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绪论 

王阳明是我国古代文化史上杰出的思想家、哲学家，他不仅在哲学上创立了阳明心学，同时他也是一

位优秀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敢于反对旧道学的禁锢，有着浓烈的创新精神；他创立的“心学”体系，

积极追求个性解放，冲击了“理学”的传统观念，对当时封建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时至今日，我国教

育奉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观念，推行“五育并举”。“五育并举”是一种综合性的教

育理念，近年来，“五育并举”在我国的教育实践中具有很大的影响力，而王阳明教育思想中的独立、点

化善诱、自主治学、因材施教等思想也得以延续至今，我们在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中找到其与“五育并举”

教育理念的相似之处并进行分析，这对于指导现代教育发展和继承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价值。 

2. “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提出及其时代内涵 

2.1. “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提出 

辛亥革命胜利不久，中国教育正处于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虽然辛亥革命成功推翻了存在了两

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但是教育领域的反封建改革才刚刚开始。在当时，对教育领域如何进行有效的整治

和改革成为一大难题，社会急需确立明确的教育指导思想和新的教育目标。为了尽快推出促进资产阶级

社会发展的教育方针，1912 年 2 月，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发表了著名的教育论文《对于新教育之意见》，

他在文中比较系统的提出了“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1]。 
虽然这是资产阶级提出的、适用于资产阶级社会的教育理念，但是我们不可否认它冲击了封建教育

思想、使得资产阶级统治下的中华民国的教育理念得到统一，同时也为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五育

并举”教育理念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2.2. “五育并举”的时代内涵 

“人的全面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我国现代教育理论的发展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当代的“五育并举”教育理念充分反映了“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对新时代教育理念的指导

作用。五育并举是指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五个方面的综合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于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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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中首次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2]，
这对新时代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和方针作出了重要论断，是中国共产党在不同历史时期对教育指导思想

的继承和发展。2021 年 4 月 29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进行了第三次修订，其中第五条修改为“教

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这和接班人”[3]。199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的决定》在“三育”的基础上加上美育，提出德智体美“四育并举”的素质教育。2018 年，全国 教

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四育并举”的基础上加上劳动教育，赋予“五育并举”、全面发展新 的内

涵，更是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4]。可见，“五

育并举”理念充满时代性，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无比的时代价值。 
第一，德育作为五育之首，是学生品德教育的核心。德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在社会主义社会的熏陶

下具有正确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培养学生健康的人格和道德使命感、社会责任感。思想品德课

从小学就被当做主课来看待，这足以见得德育的重要性，“系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做一位品德高尚

的人，是每一位学生的目标。 
第二，智育是培养学生智力发展的重要方面。智育的目的就是让学生掌握扎实的基础知识，培养学

生的创新思维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值得一提的是，智育并非“五育”中最重要的，评价一名学生不能仅

仅以学习成绩为标准，而应当以学生的综合素质为评价标准。 
第三，体育是学生身体发展的重要方面。体育的目的是让学生拥有良好的身体、强壮的体魄和积极

的生活态度。我国对中小学生体育的重视程度，从中考体育分数的占比中就能看出来，提高身体素质逐

渐成为全民的追求。 
第四，美育是学生艺术素养的重要方面。美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具有审美能力和文化素养，培养学生

的艺术修养和创造能力。我国的美育不是局限于对美术的教育，美育应当被视为一种文化素养的提升，

诗歌、作画、戏剧等都属于美育的范畴。 
第五，劳动教育是学生实践能力的重要方面。劳动教育的目的是让学生具有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动手能力。在这里，劳动的含义不仅局限于学校里的搞卫生、大扫除，它所涵盖

的是一切实践方面的操作。在崇尚“劳动最光荣”的社会主义中国，搞好学生的劳动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3. 王阳明教育思想与“五育并举”的联系 

王阳明终其一生，传世育人，他在继承古人传统教育理念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独特的教育思

想，这些教育思想甚至在今天仍对我国教育有着重要影响，例如：“立志成圣”对于学生理想信念的建

设有良好的指导、“致良知”对中小学以及各高校的道德教育具有重大价值、“随人分限所及”促使教

师使用正确的教育方法、“知行合一”作为一种根本思想，更是贯穿我国整个教育系统，指导着我国教

育的方方面面……究其根本，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所倡导的，是一种“全方位育人”的教育观念，这与新

时代的“五育并举”教育理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3.1. “致良知”中折射的德育色彩 

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是从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心学”中衍生出来的。他认为，世界上万事万物存在

的前提是心的认识，万事万物及其运行规律都是心派生出来的，换言之，世界上的万事万物脱离了心就

不存在了。而心的本体是“良知”，“良知”可以理解为我们现代社会的道德，即存在在心里面约束人

们行为的道德规范。在当时社会，他教育人们“致良知”，期望世人摒弃物欲，从善弃恶，从而恢复本

心，这就是王阳明关于“良知”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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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良知”是王阳明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王阳明思想的核心部分。王阳明继承了传统儒

家思想注重德育、以德为先的教学思想，当我们剔除当中的唯心主义糟粕后，可以这样理解，“致”即

到达的意思，“良知”是人的主观认识范畴，“致良知”即通过良好的教育，使人具有高尚的道德和情

感。这与我们现在推崇的德育理念不谋而合：“立德树人”，“德”即“良知”，建立良好的道德品德；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即“良知”，从内心世界出发，净心醒性，做有利

于社会发展的人。总的来说，“致良知”和德育的目的都是加强学生队伍的思想品德建设，使学生具备

良好的道德品德，堂堂正正做人。 

3.2. “随人分限所及”是智育的路灯 

王阳明曾在所写著作中多次提到教育要“随人分限所及”，所谓分限，是指学习者的认识水平及其

限度。他拿走路为例，婴儿只能扶着墙壁学习站立、挪步，幼童可以在院子里自由行走，跑动，成人则

可以出远门旅行千百里[5]。由于每个人的认知能力和认识水平不同，这就决定了教学者应该根据学习者

的个体差异进行带有针对性的教学。除此之外，他还指出：“初无一定之方，而斟酌加减，调理补泄之，

要在去病而已”[6]，这个观点巧妙地把教育比喻为治病，医生要对症下药，因此老师也应该因材施教。

王阳明强调学习主体差异的重要性，尊重个性的独立和解放，为当代“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中智育的推

行点亮了一盏明灯。 
除上述之外，他还提出：“量其资禀，能二百字者，止可授以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

恶之患，而有自得之美”[7]。这是说要减轻学习者的负担，让学习者具有精气神，拒绝无精打采的学习

状态和厌学的学习心理，这个观点巧妙地根据学生的情况缩减了学习任务，正好呼应了当下教育改革中

的“双减”政策，对当代教育方针的改革和发展十分具有指导意义。 

3.3. “知行合一”为劳育铺开道路 

作为“致良知”过程中必须遵循的原则，“知行合一”是王阳明经过跌宕起伏的军旅生涯后提出来

的。经过军事政治的洗礼和“格物致知”的实践，王阳明逐渐对“程朱理学”的传统思想产生怀疑，传

统思想认为“必以穷理为先，而力行而终之”[8]，而王阳明认为“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

行之始，行是知之成”[7]，就是说知识和行为是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将这一极具辩证法色彩的思想

运用到教育中，我们不难得出以下启示：作为教育者，应该在实践中教学，教学成果在实践中检验；作

为学习者，应该理论与实践并重，要善于将理论知识用于实践操作，将实践结果总结到理论当中。 
当代“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中的劳育恰恰就是一个重视实践，鼓励劳动的教育观念，善于观察，我

们不难发现，“知行合一”的标语早已挂满全中国的中小学校园，我国广大教育工作者们所推崇的就是

“将知识运用到实践、从实践中获取新知识”，这不仅是“知行合一”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充分应用，

同时也赋予了“知行合一”具有中国特色的时代特点。由此可见，“知行合一”的观点在当今社会还未

失去其意义，那些标语就像一颗颗鹅卵石，为劳育的实施铺开了道路。 

3.4. “劳逸结合”、“强调乐学”开创体育和美育的先河 

首先，王阳明的教育理念十分强调劳逸结合，“每日功夫，先考德，次背书、诵书，次作习礼或作

课仿，次复诵书、讲书、次歌诗”[7]。这是指在学生一天的学习当中，要注意教育活动和方式的多样化，

要注重教学活动是否符合学生的身心规律。在学生诵读了一定时间的四书五经之后，在学生身心感到疲

倦之时，适当对学生进行礼仪和歌乐的陶冶。其次，王阳明的教育理念也强调快乐学习，“凡授书不在

徒多……常使精神力量有余，则无厌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每日功夫……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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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乐习不倦”[7]。这表明，王阳明十分注重学生学习时的精神状态，希望学生在学习的时候能够保持一

颗童子之心，从而提高学习效率，让学生能够乐此不疲。 
我国奉行“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将体育和美育贯穿于中小学的义务教育当中，前者旨在加强学

生的身体素质，后者旨在提升学生的文化素养，但是无论是体育还是德育，都能够陶冶学生的情操、减

缓学生的学习压力。由此可见，王阳明的教育思想某种程度上来讲，开创了当代“五育并举”中的体育

和美育的先河。 

3.5. “立志成圣”是“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根基 

王阳明十分强调学生树立远大、坚定的人生理想和人生目标，他指出：“立志者，为学之心也；为

学者，立志之事也”[9]。这句话充分表明了志向是学习的内核，学习是为了实现内心的志向。他认为：

“人无志向，譬如一块死肉，打也不痛痒，恐终不济事也”[7]。王阳明先生这些散发着心学光辉的箴言，

在当时的年代，激励了无数出身寒微的学子，使他们个个胸怀“经世济人”的远大志向，成为维系封建

统治的大儒学者。当今我国奉行“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目的是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使学生能

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与此同时，在立志方面，近年来我国流行“中国梦”一词，意思是心

系祖国，投身于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不遗余力地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周恩来在年少时就曾说过：

“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当代的中国学生在享有空前良好的教育资源和“五育并举”的优秀教育理念

时，首先应该树立正确的理想信念，全面发展是为了更好的建设祖国，只有这样，“五育并举”的目的

才算真正实现。由此看来，王阳明的“立志成圣”这一观点，深深影响着后代的教育理念，是“五育并

举”教育理念的根基。 

4. 王阳明教育思想对“五育并举”教育理念的启示 

虽然王阳明的时代已经过去数百年，时至今日，当我们重新拾起王阳明教育思想时，它仍然闪烁着

耀眼的光芒，并且能够用来指导当代“五育并举”教育理念中的缺陷和不足。 

4.1. 王阳明教育思想对“德育”的启示 

王阳明的“致良知”、“知行合一”思想对当代道德教育具有理论支持和实践导向作用，有利于进

一步增强道德教育的实际效果[10]。自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代以来，我国加强了对中小学生道德

品德的教育，除了思政课堂以外，“立德树人、”“系好人生的第一粒纽扣”成为了热门话题，学生们

思想品德素养在认识层面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但是，在德育实践方面，学校的参与度还远远不够。

本着“致良知”“知行合一”的精神，青年应该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激发内在的精神潜力；学校应该

推行各项道德活动，比如：走进敬老院、体验环卫工人等，引导学生“善学善行”，让学生对道德有更

加深层次的认识。 

4.2. 王阳明教育思想对“智育”的启示 

王阳明教育思想中涉及教学方法的有很多方面，这些教育方法都能够成为广大教育者进行智育的引

路牌。首先，构成教学过程的基本因素是教师、学生和教材，其中教师和学生是教学过程中教学活动的

主体，而“随人分限所及”启示教师应当因材施教，尊重每一位学生的个体独立性，充分发挥其在学习

中的价值[11]。其次，“劳逸结合”、“乐学不倦”启示教育工作者适当减轻学生的学习负担，让学生保

持轻松愉悦心情，这对于提高学习效率具有促进意义。第三，“点化善诱”、“教学相长”启示教师应

当尊重学生的课堂主体地位，从单一的“传授式”转变为“传授式”、“启发式”、“活动式”等多样

化的授课模式，从而增加学习的趣味性和实用性。最后，“知行合一”启示教育工作者应当注重将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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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学的学科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对此，学校应该注重开展多元化的教学活动，如科技创新、技能竞赛、

学科竞赛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和技能。 

4.3. 王阳明教育思想对“劳育”的启示 

“五育”并举实施的难点在劳动教育，其既需要突破劳动教育等同于“劳动锻炼”的陈旧思维，也需

要破除劳动教育就是“手工作业”的理解误区。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应当提倡在教育中融入劳动的元素以

及通过教育者的策划与组织去实现劳动育人的目的[12]。现如今，许多学校对劳育的要求仅仅停留在最表

面的卫生层次，忽视了培养学生劳动精神这一内核。学校应该抓住劳动教育的重点，营造崇尚劳动、团结

凝聚的劳动氛围，把劳动教育渗透到多元的校园文化活动当中，用积极向上的劳动教育文化引导学生们树

立良好的劳动观念。与此同时，在劳动教育方面，学校应该注重开展各种实践活动，比如农村实践、社会

实践、科技创新等，让学生在实践中掌握技能和经验，将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融为一体，进一步贯彻“知

行合一”这一观点，让学生在受到良好的劳动教育的同时，切身实地地参加各项劳动实践。 

4.4. 王阳明教育思想对“体育”和“美育”的启示  

“体育”和“美育”是“五育”中最容易被忽视的，我们要正确理解二者的内涵，美育的根本目的

是以美育人，塑造人们美好心灵；对于体育，体育是教育手段、也是教育内容、更是教育本身[13]。如果

说“乐学不倦”点出了“体育”和“美育”在当代教育体系中的重要性，那么“知行合一”则启示了“体

育”和“美育”如何在当代教育体系中展开实施。在“体育”方面，学校应该注重开展各项体育活动，

比如校运动会、课间操、体育技能训练等，让学生在掌握运动知识的同时，锻炼身体，提升团队协作能

力。在“美育”方面，学校应该注重开展各种艺术活动，比如校园歌手大赛、诗歌竞赛、话剧表演等，

让学生在学习艺术知识的同时能够亲身参与和感受不同的艺术氛围。 
阳明文化的当代价值远不如此，阳明文化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也不能局限于“五育并举”，正如王阳

明“知行合一”观点所述，希望各地能够利用好王阳明教育思想等优秀的传统教育思想，并积极地付诸

实践，以促进当代教育的发展和进步。 

5. 结语 

“五育并举”的教育理念作为新时代的产物，正在当代中国各中小学的教育方针中扮演着举足轻重

的角色；王阳明的教育思想作为封建教育思想的遗珠，仍能够对当代的教育理念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 
笔者本着发扬古代教育思想、创新当代教育理念的态度，对王阳明的教育思想和“五育并举”的关

系进行分析，这是传统教育智慧与新时代教育方针的一次激烈碰撞。作为教育事业中的一份子，坚定文

化自信，不断挖掘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充分吸收古代优秀的教育思想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

只有“新与旧”之间不断碰撞，具有中国特色的高水平教育体系才能建立完善，我国新时代教育事业才

能不断走向新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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