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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范仲淹一生致力于教育，“德为教之本”“尊师重道”“以身为先”“先天而忧，后乐而乐”等教育观

点的提出，对我国古代教育贡献深远。范仲淹的教育思想具有丰富的道德价值，在新时期，将范仲淹的

思想理念与现代大学的道德教育相结合，在实践中践行课程育人、文化育人、活动育人，对于推动我国

现阶段的教育进步、深化教育体制的改革以及强化师德师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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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an Zhongyan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education. He has put forward such educational ideas as “Vir-
tue i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Respect for teachers”, “Putting the body first”, “Worrying about 
heaven before happiness”, etc., which have made far-reaching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The introduction of educational ideas such as “virtue is the basis of education”, “respect for 
teachers emphasizes the way”, “the body comes first”, “worry before nature, joy afterward”, and so 
on have made far-reaching contributions to education in ancient China. Fan Zhongyan’s educational 
ideas have rich moral value. In the new period, combining Fan Zhongyan’s ideological concepts with 
the moral education of modern universities, and integrating them into the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courses and campus cultur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important inspi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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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s for the promo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ess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our country, the deepening 
of the reform of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s well as the strengthening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eachers’ 
morality and ethical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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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新时代人才强国战略背景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已上升为关乎文化主

体性建构的核心命题。高校大学生正在经历价值观形成的关键阶段，他们更加需要受到正确思维方式的

影响和指导。因此，将范仲淹的教育思想融入高等教育的德育建设中，对于我国现代教育的进步具有深

远的实际影响。 

2. 范仲淹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2.1. 地方兴学、兴办教育 

范仲淹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政治抱负为引领，将教育视为经世济民的重要途径。

基于其明体达用的教育理念，他确立了“养天下之士，教之以德行道艺”的办学宗旨，着力培养兼具明

道修养与致用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这一教育实践不仅体现了儒家“内圣外王”的理想追求，更开创了宋

代“义理之学”与“经济之学”相融合的新型人才培养模式。范仲淹在其作品《南京书院题名记》中表达

了自己对于教育的设想：“若夫廊朝其器，有忧天下之心。进可为卿大夫者，天人其学，能乐古人之道；

退可为乡先生者，亦不无矣。”[1]他认为，在书院中，每一位学生都可以得到发展，每位学生虽生来天

赋不同，但通过书院的培养后可以精通六艺，全面发展。 
范仲淹秉持“经邦济世”的政治理念，深刻认识到教育改革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基础性作用。在庆

历新政这一重大历史节点上，其《答手诏条陈十事》作为系统化的改革纲领，首次将兴学育才提升为国

家战略层面的制度安排。这一政策创新引发了宋代教育体系的范式转换。据《洁斋集》记载“庠序之设，

遍于宇内，自庆历始”，标志着中国古代教育由此进入制度化发展阶段。这场教育改革不仅重塑了宋代

文教生态，更通过建立持续千年的官学体系，为中华文明的赓续发展提供了制度性保障，其“为政在人”

的治理智慧至今仍具启示意义。 
范仲淹虽于庆历五年因新政失败而遭贬谪，新政也宣告失败然其教育理想未改，在政治逆境中仍

致力于教育实践[2]。从邠州到邓州，其贬谪足迹所至之处，必以兴学为首务，将培养经世致用之才视

为己任。在三十余年的办学实践中，他开创性地构建了官学引领书院的发展模式，所建学校皆规制完

备、教养兼施。这种持之以恒的教育实践不仅推动了宋代地方教育体系的制度化进程，更在全国范围

内形成了“学校遍设”的教育格局，为后世九百余年的地方教育奠定了坚实基础。其“政教相资”的

办学理念，既体现了儒家思想的治国智慧，也彰显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辩证关系，至今仍具有重要的

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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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尊师重道、延请明师 

范仲淹深谙师道立则善人多的教育规律，将师资建设置于办学实践的核心地位。他突破宋代官学流

于形式的积弊，构建起德业兼修的师道标准体系，强调教师须兼具“穷究经义”的学术深度与“践履礼

法”的道德高度。为此，他首创“察举–考课–任用”三位一体的师资选拔机制：通过奏疏荐才、亲访贤

达、德行考评等方式，将胡瑗、孙复等兼具学术造诣与人格魅力的儒者纳入官学体系；建立“太学-州县

学”联动的师资调配制度，使明师硕儒的教学理念能辐射全国。这种制度创新不仅打破了门第限制，更

将经师与人师的双重标准制度化，为宋代教育注入了“明体达用”的实践品格。 
范仲淹的师资建设思想在胡瑗的苏湖教学法中得到了典型印证。他力荐胡瑗主持太学改革，看重的

正是其“分斋教学”的创新模式——既设经义斋讲明六经，又立治事斋传授时务，更通过“朔望习礼”的

实践教学培育学生道德人格。这种三位一体的培养体系，使太学涌现出富弼、狄青等兼具儒学修养与经

世才能的栋梁之材。范仲淹的师资改革更催生了持续性的制度效应：其推行的明师荐举制被纳入《庆历

兴学诏》，成为宋代教育法典的重要内容；所倡导的师道尊严理念，通过朱熹、王阳明等后世学者的诠

释，最终升华为“天地君亲师”的文化传统，深刻塑造了中华文明尊师重教的精神基因。 

2.3. 德才兼备、以身先之 

范仲淹的教育理念，即培养一种既有“忧天下之心”的人格情怀，又有治国平天下才能的“卿大夫

者。”[3]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以明体达用为价值论基础，他突破传统儒学重德轻技的局限，将仁义礼智信

的德性要求与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有机结合，开创性地提出德才相资以为用的人才观。在庆历兴学实践

中，他通过重构官学课程体系、改革科举取士标准，成功实现儒家伦理与治世能力的协同培养。这种教

育模式的历史成效显著，《宋史》载“庆历后人才彬彬，称近代之盛”，印证其教育思想对北宋中期人才

结构优化的推动作用。对当代教育而言，应在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下，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德

育体系，既要传承修身齐家的传统伦理智慧，更需创新德技并修的育人机制，使人才培养深度契合国家

治理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范仲淹尤为重视教育主体的示范效应，其“师者，人之模范也”的理念开创了古代教育伦理新境界。

他不仅通过《荐李觏充太学奏》等文献建构起学高身正的师德标准，更以“夜宿学宫，躬亲课试”的实践

树立典范。据《范文正公年谱》记载，其执教期间“日作《中庸》义，与诸生辩难”，这种知行互证的教

学方式深刻影响了胡瑗苏湖教学法的形成。研究表明，范仲淹通过学术权威与道德楷模的双重身份建构，

成功塑造了宋代士林慕德向学的文化生态。这种教育者主体性建设思想对当代师德师风建设具有镜鉴价

值：在知识传授维度，教师须实现专业精深与视野广博的统一；在价值引领层面，则需达成理论阐释与

行为示范的契合，从而在言传身教的辩证运动中完成教育本质的现代性回归。 

3. 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3.1. 大力发展教育，注重人才培养 

范仲淹一生积极致力于教育事业，兴办学校、改革科举、选贤任能这些都与他强烈的时代忧患意识

有关。范仲淹对于学校教育非常重视，其一生有着丰富的教育改革经验，在当时重科举而轻视学校教育

的时代背景下，范仲淹开启了宋代兴学的高潮。然而，范仲淹与其他的教育专家有所不同，他的教育理

念是基于社会的实际需求，强调实践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对经济专才的培养，特别是对专业人才的培养，

作为政府各级官员的预备力量。 
教育作为国家发展的百年大计，在新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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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地位。当前，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的背景下，必须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的战略定位，

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进程。这一系统工程需要着力构建三位一体的发展格局：以教学质量提升为核心

驱动力，以科研创新能力为重要支撑，以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为关键保障。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现代

教育发展理念与北宋著名政治家、教育家范仲淹提出的“致治天下，必先崇学校，立师资，聚群材，

陈正道”的治国方略形成跨越千年的历史呼应。范仲淹在其教育改革实践中强调的礼乐教化与经世致

用相结合的教育思想体系，不仅开创了中国古代实用主义教育传统，更为当代教育改革发展提供了宝

贵的历史镜鉴。这种古今教育理念的深层契合，彰显了中华优秀教育传统的持久生命力及其现代转化

价值。 

3.2. 加强师资建设，培养专业化教师队伍 

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中，教师队伍建设占据核心地位。他认为教师素质直接决定教育质量与学校发

展，将师道视为教育成败的关键所在。在教师选拔标准上，范仲淹主张德才并重，强调教师既要具备渊

博学识，更需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基于这一理念，他积极向朝廷举荐胡瑗、孙复等一批德才兼备的学

者担任太学教官，这些明师培养出大批宋代名臣，其教育影响不仅体现在学术传承上，更通过言传身

教塑造了学生的品格修养。韩愈在《师说》中提出的教师分类理论至今仍具启示意义。他将教师分为三

个层次：最高层次能传授知识；次之能启迪智慧；再次之能培养求知能力。这一理论为当代教师专业发

展提供了重要参照。当前教育改革中，教师的选拔机制、培养体系等方面仍需持续优化，以建立更加科

学的师资建设模式。 
如今，新时代对教师队伍建设提出了更高要求。教师作为知识传播者、文化传承者，其专业发展应

当遵循教育者先受教育的基本规律。具体而言：在专业素养方面，教师需要不断更新知识结构，提升教

学能力；在师德修养方面，应以身作则，用高尚品格感染学生；在发展理念上，要坚持终身学习，与时俱

进。高校教师尤其需要平衡学术研究与教书育人的关系，既要在专业领域深耕细作，又要注重培养学生

的综合素质，真正实现“经师”与“人师”的统一。 

3.3. 善于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中心 

范仲淹在应天府任教期间，开创性地采用寓教于学的教育方式。他长期驻守学堂，与学生同吃同住，

通过循循善诱的启发式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这种以生为本的教育理念突出体现在他推行的因材施

教的实践中，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制定差异化的教学方案，避免了教学的盲目性。这种创新的教育模式

不仅在当时书院教育中蔚然成风，更对北宋整体学风和社会风气产生了深远影响。 
在当代教育实践中，范仲淹的因材施教理念仍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教育工作者需要认识到：每个

学生都是独特的个体，他们在成长背景、性格特征、兴趣爱好等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在知识基础、学习

能力和态度等方面也各不相同。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立足学生实际，制定精准化、个性化的教育方案。高

校作为教育的主阵地，应当构建多元化的教育体系，通过灵活的课程设置和教学方法，满足不同学生

的发展需求。 
范仲淹教育思想的核心在于以学生为中心，这一理念对当前高校德育工作具有重要启示。在价值

多元的现代社会，教育者需要深入理解“致良知”“格物致知”等传统教育智慧的精髓，注重培养学生

的道德认知、实践能力和人格修养。同时要充分认识到大学生群体的复杂性，他们对事物的认知具有

多维度、多层次的特点。只有真正尊重学生的主体性，关注他们的发展需求，才能培养出德才兼备的复

合型人才，为社会发展注入持续动力。这种教育理念的践行，需要我们教育工作者在实践中不断探索

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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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实践路径 

4.1. 课程育人 

思想政治理论课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承担着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使命。当前教

学实践中存在的学生参与度不足、教学方法创新滞后等问题，制约着课程育人实效的充分发挥。教育部

2024 年调研数据显示，全国思政课堂师生互动频次普遍低于 0.5 次/课时，传统讲授模式占比达 58%，反

映出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转化的深度不足。在此背景下，亟须通过传统文化资源的创造性转化破解教学

困境，范仲淹教育思想为此提供了重要启示。 
范仲淹教育观中蕴含的“忠信”“气节”“宽仁爱人”[4]等道德规范，可为现代德育提供深厚的文

化根基。通过系统梳理这些思想资源，可构建“传统–现代”价值衔接机制：在课程设计中，将“尚俭去

奢”理念与生态文明教育相结合，形成传统美德与现代公民素养教学模块；在《中国近现代史纲要》课

程中融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家国情怀，通过范仲淹治水智慧与当代生态治理等案例分

析，使抽象价值观具象化为可感知的教学内容。在这一过程中，范仲淹的居安思危的思想，也可以为学

生树立预见性和责任感的价值观提供支撑。通过案例教学和社会实践，将学生置于实际问题情境中，鼓

励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既要考虑个人的利益，也要考虑社会的整体福祉。此外，还可以通过校内外的德

育活动，增强学生对历史传统的认同感和文化自信，让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成为学生全面发展的精神动力。 
因此，与当代道德教育文化建设相结合，我们可以充分借鉴范仲淹关于德育的教育思想，将范仲淹

教育思想贯穿于整个教育培养体系，提升课程教学中的德育理念，强化教师课堂教学中的德育意识，培

养学生的职业操守和人格修养。在现代高等教育中，范仲淹的教育思想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他强

调的“忠信”“气节”等核心价值观，不仅是个人品德修养的基础，更是社会责任感的体现。因此，高校

应当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鼓励他们在实际行动中践行这些传统美德。通过结合当前社会发展需

求，强化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推动德育与专业教育的深度融合，为培养具备责任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的复合型人才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 

4.2. 文化育人 

新时代高校德育体系应立足范仲淹教育观的多维融育范式，通过隐性课程渗透与显性活动建构的双

重路径实现价值内化。学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是校园环境的有机组成部分，对学生良好品德的养成有着重

要意义。具体而言，高校可依托视听化载体，如专题纪录片、历史剧影等搭建认知锚点，引导学生理解

“先忧后乐”思想中的责任伦理内核；继而通过诗文朗诵会、主题读书沙龙等互动性活动，推动范仲淹

教育观中经世致用精神向实践认知的转化；最终借助跨学科讲座、学术工作坊等高阶平台，构建德育与

通识教育联动的学术化延展机制。这种“认知建构–内化转化–学术拓展”的三阶融育模式，既回应了

传统文化当代转化的现实需求，也契合了时代发展的立体化教育需要。 
在短视频、公众号等新媒体深度融入校园生活的当下，高校可借助数字化手段激活范仲淹教育思想

的当代生命力。具体实践中，可通过以下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与青年群体的双向奔赴：首先，可以利用动

画短片与公众号相结合的形式，让忧乐观可感可知。如制作 5 分钟三维动画短片，用范仲淹断齑画粥等

历史场景还原其忧患意识的萌芽过程，结合学生关注的就业焦虑、社会责任感等现实话题，在公众号推

送中设计“忧乐观当代测试”互动，引导青年反思自身责任定位。其次，利用短视频中微话题专栏，让榜

样力量破圈传播。在抖音、B 站等平台发起当代青年在忧什么的话题挑战，邀请学生用 15 秒短视频分享

“身边的责任担当”如支教故事、环保行动，通过算法推荐机制精准触达目标群体，形成学习榜样、模

仿榜样的正向循环。最后，也可以运用 AR 技术构成沉浸剧场：让文化体验能够触手可及。如开发范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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淹忧乐观 AR 情景剧，学生扫描校园特定建筑即可触发虚拟对话场景，通过肢体互动解锁剧情，在沉浸

式体验中深化对家国情怀的理解。 

4.3. 活动育人 

在实践活动育人路径的具体实施过程中，可以构建一个系统化、多维度的教育实践体系，将范仲淹

“经世致用”的教育理念转化为可操作的实践方案。首先应当设计层次分明的社会实践项目体系，包括

短期调研、中期实习和长期服务三种类型，项目内容要紧密结合范仲淹“先忧后乐”的精神内核，重点

围绕乡村振兴、基层治理、文化传承等主题展开。在组织实施过程中，可以建立“双导师制”，即由高校

教师负责理论指导，同时聘请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的业务骨干担任实践导师，确保实践活动的专业性

和实效性。其次要创新文化体验活动的形式与内容，不仅限于传统的参观考察，更要开发沉浸式、互动

式的体验项目，如组织学生参与复原宋代书院的教学场景，开展传统礼仪研习等，通过这些具身化的实

践活动深化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同时要构建科学的评价反馈机制，采用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

结合的方式，通过实践日志、成果展示、反思报告等多种形式全面评估学生的参与成效。特别重要的是

要建立实践成果的转化机制，鼓励学生将实践中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转化为学术论文、调研报告、创

新创业项目等具体成果，真正体现“知行合一”的教育理念。 
通过这些系统化的实践育人措施，不仅能够有效传承范仲淹的教育思想，更能培养学生的家国情怀、

责任意识和实践能力，实现传统教育智慧与现代人才培养需求的有机衔接。从而构建多元主体参与的“政

—校—社”协同机制，形成教育合力。通过构建这种全方位、多层次的协同育人体系，能够有效整合各

方资源，形成传承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强大合力，实现传统文化教育的社会化、生活化、常态化发展，最

终达成全员育人、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的教育目标。 

5. 结论 

范仲淹一生勤于教育，他的教育观中蕴含着宝贵的传统优秀教育理念，与现代教育思想中“德育”

“教师道德建设”等思想有许多相同之处。在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的今天，通过课程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等方式，将范仲淹的教育观念与当今高校德育建设相结合，有益于实现“传统之道”与“时

代之道”的融合[5]，为培育德才兼备、具有应用价值的人才提供借鉴意义。 

参考文献 
[1] 范仲淹. 范仲淹全集[M]. 李勇先, 王蓉贵, 点校. 成都: 四川大学出版社, 2007.  

[2] 张勇耀. 庆历四年欧阳修、范仲淹河东路诗文与“新政” [J/OL]. 中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9.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200937189, 2025-05-09.  

[3] 朱汉民. 范仲淹的庆历兴学与书院教育[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30(2): 5-10.  

[4] 文娟. 范仲淹教育思想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兰州: 西北师范大学, 2004.  

[5] 冷汶倩, 刘烨. 范仲淹的教育观融入高校德育建设探究[J]. 现代职业教育, 2022, 310(32): 34-36.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5.146564
https://qikan.cqvip.com/Qikan/Article/Detail?id=7200937189

	范仲淹教育观的当代价值与实践路径
	摘  要
	关键词
	The Contemporary Value and Practical Path of Fan Zhongyan’s View on Education
	Abstract
	Keywords
	1. 引言
	2. 范仲淹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
	2.1. 地方兴学、兴办教育
	2.2. 尊师重道、延请明师
	2.3. 德才兼备、以身先之

	3. 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3.1. 大力发展教育，注重人才培养
	3.2. 加强师资建设，培养专业化教师队伍
	3.3. 善于因材施教，以学生为中心

	4. 范仲淹教育思想的实践路径
	4.1. 课程育人
	4.2. 文化育人
	4.3. 活动育人

	5. 结论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