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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君子人格对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形塑的镜鉴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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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道德人格对人的思想、行为起着引领作用。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存在道德认知困惑、道德情感冷
漠、道德意志薄弱、道德信念动摇、道德行为知行脱节等诸多不足。如何形塑大学生高尚的道德人格，事关立德

树人教育目标和民族复兴大业的实现。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伦理特质，尤其是传统儒学有着丰富的道德人

格理论，镜鉴君子人格的内涵规定和修身路径，对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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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中对
中国少年提出“智、富、强、独立、自由、进步”的殷

殷期望，召唤中国少年担负起建设少年中国的历史

责任，极大鼓舞了全国人民尤其是青年人爱国救亡

的铁血豪情和牺牲奋斗。一百多年后的今天，习近

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青年兴则国家

兴，青年强则国家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

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１］当代大学

生作为中国青年的精英群体，不仅要有建设国家的

过硬本领，更要有心系天下的家国情怀和奉献担当

的道德人格。道德人格作为个体人格的道德规定

性，是一个人做人的尊严、价值和品质的总和。道

德人格是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对人的思想、行为起

着引领作用。“道德之于个人、之于社会，都具有

基础性意义，做人做事第一位的是崇德修身。”［２］

形塑当代大学生高尚的道德人格，立德树人是

关键，文化涵养是根本。中国传统文化具有鲜明的

伦理特质，尤其是传统儒学有着丰富的道德人格理

论，梁启超先生曾说：“儒学舍人生哲学外无学问，

舍人格主义外无人生哲学也。”［３］儒家道德人格理

论的核心是君子人格，镜鉴君子人格的内涵规定和

修身路径，对培养德才兼备的时代新人，肩负起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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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复兴的时代责任，无疑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１　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的不足

恩格斯说：“时代的性格主要是青年人的性

格。”［４］据《中国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报告》课

题组发布的２０１５年度调查结果显示，积极正向、多
样活跃是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状况的总体态势，在

道德观层面上，绝大多数大学生认同“雷锋精神”，

愿意参加公益志愿活动。但存在的不足也值得重

视。当代大学生群体普遍存在太自我、太脆弱、太

自由等价值倾向，道德认同与道德实践脱节［５］。

科学评估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现状，找出当代大学

生道德人格存在的不足，有的放矢，才能真正做到

立德树人。

１．１　道德认知困惑
道德认知是指个体对各种道德现象、道德关

系、道德规范和道德原则的认识。道德人格形成离

不开道德实践，而道德实践又总是在一定道德认知

指导下进行的，道德认知与道德实践二者相互作

用。全球化导致的不同文明、不同制度的碰撞和交

流，中国现代化进程突飞猛进导致的社会全方位、

深层次巨大变革，为当代大学生道德认知带来多元

化价值取向：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艰苦奋斗与享

乐主义、奉献担当与功利主义、重义轻利与拜金主

义等。道德认知的多元化，使得部分大学生在道德

践行时面临方向选择的困惑。

１．２　道德情感冷漠
道德情感是在道德认知基础上，对现实道德关

系和道德行为所产生的爱憎好恶等心理体验。美

好情感是人与人友好相处的基本道德要求，然而大

学生群体一再曝出令人痛心的恶性事件：２００２年
清华大学学生刘海洋硫酸伤熊事件、２００４年云南
大学学生马加爵杀害同学事件、２０１０年西安音乐
学院学生药家鑫撞人杀人事件、２０１３年复旦大学
学生林森浩毒杀同学事件、２０２０年山东理工大学
学生范源庆虐杀流浪猫事件……这些恶性事件不

仅反映出当代大学生道德情感冷漠，更是极少数大

学生道德心理与行为的扭曲与畸变。

１．３　道德意志薄弱
道德意志是人们在践行道德规范、履行道德义

务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自觉克服一切困难和障碍，

做出抉择的顽强毅力和坚守精神。“在道德人格

的构成中，道德意志居于十分关键的位置，它是由

知、情到行转化的关节点，也是道德人格实际形成

的关节点”［６］。在人生征途上，谁都不可能永远是

坦途、鲜花和掌声，相当数量的大学生存在道德意

志薄弱的状况：遇到困难就退缩、遇到压力就崩溃、

遇到担当就回避、遇到邪恶就躲闪、遇到义利就迷

失，遇到挫折甚至自暴自弃等。

１．４　道德信念动摇
道德信念是指“激励、支持人们道德行为的那

些自己深信不疑的正确的道德观点和准则，支配着

人们在道德生活中行动的倾向”［７］。道德信念本

质上是个人在道德人格上的自我超越，坚定的道德

信念不仅能够为人生指明正确前进方向，而且有助

于提升自身道德境界。一个人一旦失去对高尚道

德信念的追求，就会在价值体验方面表现出严重的

感性化倾向，滑向庸俗的物质享受和感官刺激。表

现在某些大学生身上，精神空虚，每天浑浑噩噩得

过且过；不知道如何设计和规划自己的未来，缺少

对自己人生价值的思考；对国家大事漠不关心，却

对娱乐明星的八卦奇事狂热关注。

１．５　道德行为知行脱节
道德行为是在一定道德意识支配下表现出来

的对待他人和社会有道德意义的活动。道德行为

是个体道德品质的外在体现，一个人道德人格的高

尚与卑劣，不仅要听其言，还要观其行。大学生基

于相关知识的学习和掌握，能够理性明辨是非、善

恶和荣辱，具有较高道德认知水平。然而当现实生

活中需要做出具体道德选择与行动时，由于受社会

复杂环境及错误价值观念驱使，相当数量大学生存

在道德认知与道德行为两张皮的脱节现象：明知过

马路应该遵守交通规则，却抱着法不责众心理闯红

灯；明知做人应该诚信，却在考试时作弊投机取巧；

明知乘车、买饭应该排队守秩序，轮到自己时却

“宽以待己，严于律人”；明知在课堂上应该认真听

课学习，却管不住自己玩手机、睡大觉。

２　当代大学生道德人格不足的成因

２．１　市场经济负面作用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走上社会主义市场

经济发展道路，经济转轨、社会转型必然会带来价

值观念、伦理道德的剧烈变动。市场经济是把双刃

剑，“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发展，带来或推动了新的

社会风气的产生和发展，如进取精神、时间和效益

观念、竞争和创新意识、自由和平等观念。但是，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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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经济对社会风气的影响也有负效应，主要是拜金

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的蔓延滋长”［８］。

市场经济的利益机制，容易诱发人们的利己主义；

市场经济过分强调金钱，“一切向钱看”容易诱发

人们的拜金主义；市场经济的功利原则，容易诱发

人们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市场经济的残酷竞

争，容易诱发人们不择手段，以身试法。

２．２　传统道德影响弱化
道德具有历史延续性和普适性，优秀的道德传

统，可以超越历史时空发挥其永恒的社会教化功

能。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许多优秀的伦理道德思

想，如“仁者爱人”“尚公贵和”“义利兼顾”“诚信

不欺”“推己及人”“恭谦礼让”“忠恕之道”“正直

宽厚”“尽职尽责”“自强不息”等。这些道德思想

是中华文明赓续传承几千年而不中断的文化瑰宝，

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竭动力之根源。然

而近几十年中国社会剧变导致的道德观念混乱乃

至滑坡，再加上西方道德观念强势冲击，中国优秀

传统道德对国民尤其是大学生的影响力日趋弱化。

可喜的是，优秀传统道德之于当今时代的积极意义

日渐显现，重拾文化自信已成当务之急。

２．３　家庭学校教育目标偏差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庭是孩子的第一

所学校，家庭教育对孩子身心成长具有基础性作

用。由于我国特殊的人口结构，孩子在家庭中备受

宠爱，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不仅造成许多孩子自理

能力差，而且还培养了孩子处处以自我为中心的不

良德行。处于学龄阶段的中小学生，在家庭父母要

求考高分成绩、在学校老师要求考名牌大学，只重

视学习，忽视学生道德品质的养成。

大学教育的目标是立德树人，既要大学生学会

专业技能建设国家，更要大学生学会明理修德服务

社会。然而大学德育教学效果却差强人意，跟不上

立德树人的时代要求。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在于

高校大学生道德教育方法失当，具体表现为：在德

育内容编写上脱离现实生活，在德育传授方法上片

面硬性灌输，在德育考试评价上侧重理论知识，在

德育氛围建设上没有全员育人。

２．４　社会大环境的消极因素
社会转型期制度的不完善、法律的不健全、人

心的不可测叠加在一起，使得社会经济秩序出现一

定混乱，反映在文化上，人们的价值观念、道德水平

也出现摇摆和下滑。“小悦悦事件”拷问着人们的

道德灵魂，老人摔倒要不要扶成为热议的社会话

题，雷锋遭到一些人的调侃等，这些反常现象，无不

表明整个社会道德水准的尴尬。再加上对外开放

过程中，“由于近年国际交往增多，受到外国资产

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生活方式影响而产生的崇洋媚

外的现象，现在已经出现，今后还会增多”［９］。社

会环境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个人都有或多或少影响，

大学生正处于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形成的重要

时期，社会环境中的消极因素，对大学生道德人格

的不良影响不容小觑。

３　儒家君子人格对大学生道德人格形塑的镜鉴启
示

“四有”新人是新时代立德树人的教育目标，

“四有”即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君子人

格虽有不同的意蕴解读，但乐道、厚德、好学、崇礼

应是其核心内涵。对君子人格的内涵意蕴结合时

代要求进行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从而达到对

大学生道德人格形塑的镜鉴作用。

３．１　君子乐道—有理想
孔子对“道”的坚守，“朝闻道，夕死可矣”奠

定了人生的定位、人生的意义和生活的追求目标，

高扬了人的理性和尊严，从而使我们的人生更有方

向，生活更为充实；孟子云：“富贵不能淫，贫贱不

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大丈夫”充满

顶天立地的人格力量和道义感召；张载主张君子要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

开太平”。儒家君子心中的“道”，是价值理想，更

是人生动力和奋斗目标。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

教学中，可以将君子乐道转化为理想信念教育，将

“道”的内涵转换为共产主义信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理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想等意识形态术

语。引导大学生将“个人梦”的实现与“中国梦”的

担当统一起来，将个人“兼济天下”的理想抱负与

解放全人类的“共产主义”信仰统一起来，最终达

到把君子追求的“道”创造性转换成对理想信仰的

精神追求，培养有理想的一代新人。

３．２　君子厚德—有道德
儒家君子集“仁、孝、忠、义、直、礼、智、信、谦、

廉、勇、耻、恭、宽、敏、让”等诸多美德于一身，聚万

千美好于一体，综观君子的核心道德内涵，可用仁、

义、礼、智、信表征君子人格的基本品质。传统儒家

君子修身的道德要求，除少数落伍的封建礼教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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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人际交往需要的道德规范，结合时代发展或

对其内容稍加改造，或对其形式加以拓展，或对其

语境进行改换，依然能够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在高

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可以充分利用中国优秀

传统道德资源。比如“忠”德，剔除忠君糟粕外，

“忠”还有尽心尽力、竭诚不欺、忠于祖国的道德含

义。“忠”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着内在关联性

和相通性：由忠爱、忠孝、忠恕、忠善等蕴含的仁爱

之德，可以涵养人们和谐、爱国、友善的价值理念；

由忠义、忠正、忠公、忠直、忠鲠等蕴含的义正之德，

可以涵养人们文明、平等、公正的价值理念；由忠

诚、忠信、忠瑾等蕴含的信义之德，可以涵养人们诚

信、和谐、文明的价值理念。通过中国优秀传统文

化的涵养，培养有道德的一代新人。

３．３　君子好学—有文化
儒家认为，人的智慧不是天生的，而是通过后

天学习获得的，学习才能知善恶、辨是非、明事理。

“学”是君子内在修养和外在规范的获取方式，只

有好学、博学，才能完成君子人格的内质修养，才能

获得君子人格的外在规范。今天“学”的任务绝不

仅仅是道德修身，因为即便德胜才是君子，却也担

负不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将君子好

“学”扩展到学习一切人文与科学知识。儒家“博

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研学路

径，对今天大学生学好专业知识，掌握专业技能乃

至生活事理，都有切实帮助。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中，思政课教师课堂教学不能机械地照本宣

科，也不能粗暴地硬性灌输，而是要循循善诱，引导

学生在学习知识过程中深入思考，学会辨别真理的

能力。除课堂教学外，要开展实践教学，引导学生

在实践中验证真理、笃信真理、践行真理。

３．４　君子崇礼—有纪律
在儒家君子人格内涵中，最需要结合时代发展

进行创造性转换的就是君子崇礼中的“礼”。传统

儒家所谓的“礼”，除了一些人际交往所遵循的礼

仪、礼貌与礼节外，其核心规定就是君君、臣臣、父

父、子子严格的等级关系以及其它服务于当时宗法

制度的道德规范。在封建礼教的束缚、摧残、压制

之下，人们丧失了做人的尊严、价值与个性，鲁迅先

生曾辛辣揭露了封建礼教杀人不见血的历史罪恶。

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要对儒家之“礼”

进行批判性改造，抛弃旧礼教，注入新内涵。现代

文明社会需要规范有序、现代市场经济需要法律保

障、现代国家建设需要栋梁之材，结合时代发展和

需要，可以将儒家之“礼”转换成“礼仪、礼貌、礼

节、规则、规范、规矩、法规、法律、法纪”等现代术

语，在德育教学中强调规则意识，培养有纪律的一

代新人。

４　儒家君子人格养成路径对大学生修身明德的价
值启示

４．１　自省
自省即是自觉开展思想斗争，主动找出自己不

足，认识自己的过失，通过自觉“省察”，使自己日

趋完善。这种高度重视内因，旨在激发内在能动性

的修身之道，体现了强烈的自律、自强精神，“仁远

乎哉？我欲仁，斯仁至矣”；自省的另外一层含义

就是以他人、他事为鉴，对照检查自己，引以为戒。

“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自省”这一

修身方法带给我们的启示就是，当前高校德育工

作，应改变空洞说教，引导学生从自身主体性角度

自觉修德养性，变“要我修德”为“我要修德”。

４．２　慎独
所谓慎独，就是在个人独处、无人监督的情况

下，依然小心谨慎，自觉遵守道德规范，而不为非、

越轨，做到表里如一，这是人们在道德修养中高度

自觉与真诚的表现。慎独是儒家重要的道德修养

方法。慎独的关键是将外在的道德准则、规范切实

转化为内心的道德信念，形成内在的道德意志。这

样，道德就能由他律转化为自律，由外在约束转换

为内在自我约束。“慎独”这一修身方法，启示我

们在高校德育工作中，要创新教育形式，创设“慎

独”境遇。比如在考试时实行无监督考试，让学生

体验慎独理念的真谛，自觉向真、向善、向美，从而

达到修身明德效果。

４．３　重微·重积
中国先哲深明量变质变之理，认为宇宙万物都

有一个从量变到质变过程。人的道德境界的升华、

理想人格的养成，既需要从细微处开始，又需要长

期积累，故提出重微·重积道德修养方法和原则。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玩于微，成

于渐，而坏于积”的古训警示后人，对恶要防微杜

渐，对善要积善成德。重微·重积这一修身方法启

示我们，高校德育无小事，“教师在工作生活中应

坚守诚实、正直、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平等待人的

良好品格”［１０］，以身作则，用高尚的人格魅力影响

·００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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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同时又教育学生修德要从身边小事做起，从

日常生活做起。

４．４　知行合一
知行关系问题始终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重要

话题。中国古代所讲的知行，既具有认识论意义，

同时也是伦理学范畴，知是道德认识，行是道德践

履。儒家认为，在道德修养过程中，由学而知十分

重要，只有通过学，才能获得道德认识。同时儒家

学者又指出，道德认识对于养成君子人格固然十分

重要，但若只停留在道德认识而不付诸道德践履，

那就没有道德意义，实践性是道德的根本属性。明

代王阳明为纠正知行脱节的倾向，提出“知行合

一”的道德修养理念。这一修身路径，要求我们不

能仅在课堂上讲授大道理，更要把“力行”“躬行”

“笃行”作为大学生道德修养的重心，培养表里如

一、言行一致的现代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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