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专题六

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通过对本专题的学习，掌握道德的涵义、

本质和功能，了解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

神，充分认识传统美德的意义与价值，并

认真思考如何实现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

和创新性发展。

教学目的与要求



一、道德基本概述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1、道德是什么？

2、道德从哪里来？

3、道德的本质

4、道德的功能

一、道德基本概述



有“路”有道，惟德有“得”

中国最早把“道”与“德”作为一个概念

使用的是战国末期的荀子。他在《劝学》

篇中说：“故学至乎礼而止矣，夫是之谓

道德之极。”意思是说，如果做任何事情

都能按“礼”的规定，就达到了道德的最

高境界。

一、道德基本概述



有两样东西，我们愈经常愈持久地加以思索，它

们就愈使心灵充满始终新鲜不断增长的景仰和敬畏
：在我之上的星空和居我心中的道德法则。

——康德



道德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意识形态，属于上

层建筑范畴，依靠人们的传统习惯、内心信念和

社会舆论(作用方式）来维系的，对人们的行为进行

善恶（评价标准）评价的心理意识、原则规范和行

为活动（表现形式）的总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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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涵义



非马克思主义道德起源说

神启论

天赋论

情感欲望论

动物本能论

道德的起源道德从何而来？？？



天赋论（心源论）
• 道德起源于人类的天性或自然本性，即人
先天就有道德意识。

仁义礼智，

非由外铄我也，

我固有之也，

弗思耳矣。（孟子）



情感论（自然论）

• 道德起源于人的某种自然的感情或欲望。
• 法国哲学家爱尔维修认为，人是有感觉的
动物，人的本性就是趋乐避苦，就是自利、
自爱，也就是追求个人的利益和幸福，这
是一切道德的根源。

• 卢梭认为道德源于人心中的社会情感和利
他之心，源于对公共利益的追求。

• 英国思想家亚当·斯密、大卫·休谟认为道
德起源于人所固有的推己及人的同情心。



动物本能论（庸俗进化论）

道德观念起源于动物的合群性本能，道德起源
于动物的“社会”意识或互助性。
以达尔文为代表的进化论伦理学

认为，合群性本能——区别于

生物本能，是指动物之间同种

或在一起生活的异种群有一种

互助的精神。道德起源就起源

于动物的这种社会性本能。道

德不是人所独有的，一切群居

性动物都有道德感。



社会关系的形成是道德赖以产生的客观条件

人类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道德产生的主观条件

劳动是道德产生的第一历史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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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道德起源说（重点）



马克思主义道德本质说——归根结底受经济基础决定

A.社会经济关系性质决定着各种道德体系的性质。

B.社会经济关系所表现出来的利益直接决定着各种道

德体系的基本原则和主要规范。

C.在阶级社会中，社会经济关系主要表现为阶级关系

因此，各种道德体系也必然带有阶级属性。

D.社会经济关系的变化必然引起道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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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功能
认识社会道德生活的规律和原则

认识人生的价值和意义

认识自己对社会、他人、家庭的

责任和义务

明辨善恶、正确选择道德行为

塑造道德人格

调节功能

主要形式-----道德评价

赖以发挥作用的力量-------社

会舆论、传统习惯和内心信念使

人际关系完善和谐，使人的

行为从“实然”向“应然”转化

导
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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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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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的主要功能





道德的社会作用

1、道德能够影响经济基础的形成、巩固和发展

2、道德对其他社会意识形态的存在和发展有重大的影响

3、道德是影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重要的精神力量

4、道德通过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维护社会秩序和稳定

5、道德是提高人的精神境界、促进人的自我完善、推动

人的全面发展的内在动力

6、道德是阶级斗争的重要工具



1.原始社会的道德

2.奴隶社会的道德

3.封建社会的道德

4.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

5.社会主义社会的道德

道德的历史发展



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
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华文化
渊源流长，积淀着中华民族
最深层的精神追求，代表着
中华民族独特的标识，为中
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
提供了丰厚滋养。

——习近平

二、中华传统美德的基本精神



A.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客观需要。

B.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

C.大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

中华传统美德的当代价值



第一、注重整体利益、国家利益和民族利益，强调对社会、民族、国家

的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

【资料】



【资料】

早在两千多年前成书的《诗经》中，就已经提出“夙夜在公”的道
德要求，认为日夜为公家办事，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品质。西汉初年

的政治思想家贾谊在他的《治安策》中提出“国而忘家，公而忘私”，
强调国家民族的利益，强调一种为整体而尽忠、献身的精神。正是

在这一强调孟子提出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
为整体献身的大丈夫精神。宋代的范仲淹提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
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境界和崇高的道德要求。清代思想家顾炎武
则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这些都显示强烈的为国家、
为民族、为整体的献身精神。



大公、至公、为公的思想从何而来？

• 我们认为它源于人们对自然界特别是“天”和
“地”的认识和信仰。中国古代尤其是“天”，

它是世间万物运行的最高主宰，人如果逆天而行，

则会遭致天谴和惩罚。不管是上帝之天还是自然

之天，人们断定是天地孕育了世间万物，“公”

是公认的天地之至德。人们信仰天的原因就在于

它没有私心，对万物平等相待。



大公无私是圣人；
公而忘私是贤人；
先公后私是善人；
公私兼顾是常人；
私字当头是小人；
假公济私是痞人；
以公肥私是坏人；
徇私枉法是罪人。

向往圣人，

学习贤人，

提倡善人，

提升常人；

教育小人，

揭露痞人，

改造坏人，

惩治罪人。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范仲淹





• 范仲淹两岁丧父，自幼跟随母亲改嫁到

长山县河南村。幼时读书十分刻苦，曾拜醴

泉寺高僧为师，在寺中苦读，每天只煮一碗

稠粥，待粥凉却之后，划成四块，早晚各取

两块食之，便有了“划粥断齑”的故事。
范仲淹步入仕途之后，为官清正廉明，

关心百姓。在泰州、通州等地建起一道长堤，

使上万百姓免于流离失所。不畏权势，三谏三

贬，但始终未忘国家社稷之忧。



• 范仲淹的一生，国家之忧，人民之忧，
社稷之忧，始终牵着他的心，“忧乐”思想始
终伴其左右。当他还是孩童时，他就有了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志向。当他还是南京
书院的一位学子时，就有“多难未应歌凤鸟，
薄才犹可赋鹪鹩”，“但使斯文天未丧，涧松
何必怨山苗”的胸怀，抒出了“立身朝廷、报
效国家”的胸怀，表达了安贫乐道、志在高
山的宏伟志向。



第二、是推崇“仁爱”原则,追求人际和
谐。



孟子：“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民
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已欲立而立人、已
欲达而达人”；“仁者爱人”；

墨子：“兼相爱、交相利”、“爱人若爱其身”、“爱人者；
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



第三，讲求谦敬礼让,强调克骄防矜

“恭敬之心，礼也”——《离娄下》

“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 ——《礼记·冠义》

“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 ——《左传·昭公十年》





中国古代礼仪

• 中国古代有“五礼”之说，祭祀之事为吉
礼，冠婚之事为嘉礼，宾客之事为宾礼，
军旅之事为军礼，丧葬之事为凶礼。实际
主要有两类礼仪，即政治礼仪和生活礼仪。

• 政治礼仪包括了祭天、祭地、宗庙之祭，
祭先师先圣、相见礼和军礼。

• 生活礼仪包括诞生礼、成年礼和飨宴饮食
之礼。



• 孔子把吃饭上升到了饮食文化的层次，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

• 一、忌用筷子敲碗
• 二、忌端碗手心朝上
• 三、忌筷子竖插在饭中
• 四、忌筷子放在杯子两侧
• 五、忌吃饭时候分心
• 六、忌吃饭时说不吉利的话



• 主人忌提前离席
• 忌未吃完饭就将空碗碟收走，忌席未散抹
桌扫地

• 宴客时忌茶壶、酒壶壶口向人
• （忌第一顿饭给客人吃饺子）







弟子规

其内容采用《论语》“学而篇”第六条“弟
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
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的文义，
列述弟子在家、出外、待人、接物与学习
上应该恪守的守则规范。

弟子规 圣人训 首孝弟 次谨信

泛爱众 而亲仁 有余力 则学文



入则孝
• 父母呼 应勿缓 父母命 行勿懒
• 父母教 须敬听 父母责 须顺承
• 冬则温 夏则凊 晨则省 昏则定
• 出必告 反必面 居有常 业无变
• 事虽小 勿擅为 苟擅为 子道亏
• 物虽小 勿私藏 苟私藏 亲心伤
• 亲所好 力为具 亲所恶 谨为去
• 身有伤 贻亲忧 德有伤 贻亲羞
• 亲爱我 孝何难 亲憎我 孝方贤
• 亲有过 谏使更 怡吾色 柔吾声
• 谏不入 悦复谏 号泣随 挞无怨
• 亲有疾 药先尝 昼夜侍 不离床
• 丧三年 常悲咽 居处变 酒肉绝
• 丧尽礼 祭尽诚 事死者 如事生



出则悌

• 或饮食 或坐走 长者先 幼者后

• 长呼人 即代叫 人不在 己即到

• 称尊长 勿呼名 对尊长 勿见能

• 路遇长 疾趋揖 长无言 退恭立

• 骑下马 乘下车 过犹待 百步余

• 长者立 幼勿坐 长者坐 命乃坐

• 尊长前 声要低 低不闻 却非宜

• 进必趋 退必迟 问起对 视勿移

• 事诸父 如事父 事诸兄 如事兄



第四，倡导言行一致,强调恪守诚信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
“民无信不立” ——《论语》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
“信近于义，言可复也” —《论语》



孔子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三人行必有
我师”，“见善如不及，见不善为探汤”。

孟子讲“养性”、“养气”，认为通过自己的“持其志”的
修养功夫，可以涵养成一种“塞于天地之间”、“至大
至刚”的浩然正气。

第五，追求精神境界，重视道德需要



第六，重视人伦关系，讲求道德义务《尚书》“五教”：
父义、母慈、兄友、弟悌、子孝，确立了以家族为本位、
以血缘为纽带的五种人伦关系的道德要求。

孟子：“父子有亲、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
有信、夫妇有别”；…

孔子提出“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来强调人
都要按自己的社会地位来履行自己的义务。

墨子认为：“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
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



中华民族优良道德传统还包括

• 廉洁自律
• 宽厚待人
• 艰苦朴素
• 勤劳节俭
• 孝敬父母
• 尊老爱幼

• 尊师敬业
• 刚健有为
• 自强不息
• 舍生取义
• 见义勇为
• 奋发图强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
性发展

（一）发掘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对待中华传统美德，应该科学的分析和鉴别，
把具有当代价值的道德精神发掘出来，结合
现代生活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为社会主义道
德建设提供丰厚的道德资源。



三、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一）发掘和弘扬中华传统美德

对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我们应该多一份尊重，

多一份思考。......我们要对传统文化进行科学分析，

对有益的东西、好的东西予以继承和发扬，对负面的、

不好的东西加以抵御和克服，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而不能采取全盘肯定或者全盘否定的绝对主义。

——习近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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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吸收人类道德文明的有益成果



请看两个小故事

头戴帽子，身穿裙子，三
个女孩在海边玩耍，她们
分别来自中国、美国和日
本。一阵海风吹来，中国
女孩两手去抓裙子；美国
女孩两手去抓帽子；日本
女孩一手去抓裙子，一手
去抓帽子。



两个饥饿的中国人从
主持那里得到一个面
包的恩赐，二话不说，
两人对半分着吃。
两个饥饿的美国人从
主持那里得到一个面
包的恩赐，其中一个
对另一个说：“反正两
个人分着吃都吃不饱，不如我们打个赌，谁
赢了谁就享用这个面包”。



• 七个人分一锅有限的粥,你有什么办法实现
最大的公平与和谐?

分粥事宜



• 方法一：拟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结果
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

• 方法二：大家轮流主持分粥，每人一天。
结果是每个人在一周中只有一天吃的饱而
且有剩余，其余6天都饥饿难挨。

• 方法三：大家选举一个信得过的人主持分
粥。开始这位品德尚属上乘的人还能基本
公平，但不久他就开始为自己和溜须拍马
的人多分。



• 方法四：选举一个分粥委员会和一个监督
委员会，形成监督和制约。公平基本上做
到了，可是由于监督委员会常提出多种议
案，分粥委员会又据理力争，等分粥完毕
时，粥早就凉了。



• 方法五：每个人轮流值日分粥，但是分粥
的那个人要最后一个领粥。令人惊奇的是，
在这个制度下，7只碗里每次的粥都一样多，
就象用科学仪器量过一样。



在文化传统上，中国人似乎倾向于采用第3种
方式，中国人相信德性的力量；西方人则倡

导第4种分粥方法。西方人相信，每个人都是
自私的，只有制度才可以体现公正。

提示



中国

中国人重整体

中国人重义

中国人重和谐

中国人重内省

中国人重人伦

中国人重人情

西方

西方人重个体

西方人重利

西方人重进取

西方人重外律

西方人重契约

西方人重理智





• 美国：尊重人、关心人、个人兴趣与社会
职业联系起来

• 法国：人权、民主、爱国
• 新加坡：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
社会为本；关怀扶持，同舟共济；求同存
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等。



如果我生存在一个孤岛上，孑然
一身，我的生活中就没有什么罪恶和
道德。我在那里，既不能表现道德，
也不能表现罪恶。

——（法）爱尔维修
•



只有形成了人与人、人与社会之间的相

互关系，人类才会产生对道德的需要。社
会关系的形成是道德产生的客观条件。



• 当人们意识到自己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意
识到自己与他人利益的不同，为调解利益
冲突避免社会崩溃时，道德这种意识、规
范呼之欲出。自我意识的形成与发展是道
德产生的主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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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社会的道德

• 原始社会道德是人类道德发展的第一个历史类型。在原始社

会，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获取食物、抵御自然界袭击

和危险的能力很低，因而人们必须结成群体，共同劳动、相

互协作，才能在恶劣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和发展下去。

• 道德原则：维护氏族公社和部落的共同利益

• 道德规范：共同劳动、互帮互助、勇敢刚

强、吃苦耐劳、平均平等

• 道德特征：朴素性、狭隘性、权威性



奴隶社会的道德

• 维护奴隶对奴隶主的绝对屈从和人生依
附。

• 鄙视劳动和劳动者。

• 强调对奴隶主国家

的绝对忠诚。



封建社会的道德

维护封建的宗法等级关系，是封建社会道德最突出
的特征。

最基本的道德规范是忠君孝亲、男尊女卑。

封建社会时期：等级森严

在西欧，国王之下有公、候、伯、子、男五爵；

在中国，人分五等（即天子、诸侯、大夫、士、庶
人），官分九级（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
中下、下上、下中、下下）。



“三纲五常”

v“四达德”——仁、义、礼、智

v“五伦”——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德、兄友弟恭、
朋友有信。

v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
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

（《孟子·离娄下》）

v“三纲”——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v“五常”——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
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资本主义社会的道德

•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是资本主义的道德原则。

• 金钱万能、个人利益是资产阶级道德最突出的

特点。

• 自由、契约主义等



• 三从四德
在家从父
即嫁从夫
夫死从子
妇德
妇言
妇容
妇功

•新三从四德
从不洗衣
从不做饭
从不拖地
化妆要等得
花钱要舍得
生气要忍得
生日要记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