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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的古代书院作为古代独具特色的高等教育机构为当时的社会输送了一大批德才兼备

的优秀人才，通过研究我国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及渗透方式和德育方法，对我们当代大学的德育

工作仍不失积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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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古代书院源于唐，盛于宋，衰亡于清末，

是集藏书、教学和研究为一体的高等教育机构，在

我国古代有着一千多年的悠久历史，对我国封建社

会教育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胡适先生

曾痛惜“书院之废，实在是吾中国一大不幸事。”虽

然书院已成为历史，然而它在我国古代高等教育史上

所发挥的独特作用，仍值得我们当代的大学去借鉴。 

一、古代书院“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及渗透 

我国的传统文化以儒家文化为代表，儒家文化

中所追求的“圣人”是指知行完备、至善之人。可

以说，“德”是我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与本质。我国古

代书院秉承的就是儒家文化中“德育为先”的教育

理念，培养圣贤之士的学识和德性，以使学生明圣

贤之道和人伦之理为培养目标。 

古代书院“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主要是通

过课程设置、仪式教育、环境熏陶、道德实践四个

方面来贯彻的。 

（一）课程设置 

由于古代书院的教育理念就是“德育为先”，因

此书院课程中最基本的部分就是德育课程。与书院

“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相一致，德育课程的设置

与传授圣贤之道为依据，以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为

基本的德育课程。 

在书院中的大师们看来，儒家经典是“入学之

门”，更是“积德之本”，修身若不以儒家经典为本，

“终为无根之学”。并且，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是不

能完全分开而论的，比如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中《春

秋》就是周朝时期鲁国的国史。因此儒家经典和历

史典籍是古代书院最基本的德育课程。儒家经典中

蕴藏着做人的智慧和治国理政的经验，学生通过阅

读领悟其中的真谛和精髓，使德性充盈、事通理达，

成就“内圣外王”的理想人格。书院的大师把历史

典籍看做一面镜子，以史为鉴，在历史典籍中寻求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策。比如，白鹿洞书院就明

确规定了学习《春秋》、《史记》、《汉书》这三部历

史典籍。因此，在书院的德育过程中，明经义与史

学相结合是书院德育的一个贯穿始终的理念。 

（二）仪式教育 

我国的古代书院在办学过程中会举办各种仪式

教育活动，关于仪式教育活动主要有三大类：祭祀

仪式教育活动、讲会仪式教育活动、尊师仪式教育

活动。 

古代书院一直以来都非常重视祭祀活动，并且

一直都是书院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书院的祭祀活动

主要是祭祀先贤和乡贤，例如，北宋时期书院的祭

祀活动主要是祭祀孔子，南宋时期主要祭祀周敦颐、

朱熹、王守仁等理学大师。书院通过举办祭祀活动

来传播道统和传衍学派，使学生如临其境地感悟先

贤乡贤的优秀品格、修身处世之道。 

书院举办讲会活动的时间比较固定，主要有月

会和大会两种。讲会活动的仪式要求非常严格，比

如在讲会前，参加讲会的学生和老师都需要“斋戒

三日”，对参会服装也有规定，具体的仪式分为讲会

前准备仪式、当日迎接宾客和会友仪式、谒圣谒贤

仪式和讲会辩难仪式等几个阶段。 

尊师仪式活动也是书院教育的一大特点，在书

院的教学过程中，非常重视建立亲密友好的师生关

系，尤其强调“尊师友”。在山长或授课教师到任时，

书院都会举行严肃的迎师仪式，以表学生对教师、

对知识的尊重。但这并非是在强调教师的绝对权威，

在书院的日常学习中，依然倡导“人文关怀”和“学

术自由”。 

书院中的各种仪式活动都是书院德育的重要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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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部分，通过各种仪式活动，向学生展示先贤的人

格魅力，学会尊师崇贤、尚礼重道。 

（三）环境熏陶 

古代书院不仅教育独具特色，而且在书院环境

的营造方面也是独具匠心。荀子说：“篷生麻中，不

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可见在我国古代，

教育家们就非常重视环境的育人作用，认为环境对

教育能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比如著名的岳麓书

院就建在岳麓山下，依山傍水，环境清幽，学生在

这类氛围中读书学习，自然会有心旷神怡、“存心养

性”的感觉。其次，书院也特别重视书院内部的建

筑布局和景观设计。书院内的建筑主要有祠堂、讲

堂、藏书楼、斋舍等，其中祠堂、讲堂和藏书楼是

书院的主体建筑，在空间排列上严格按照中轴对称

的原则层层递进，讲堂一般位于中轴线的中心位置。

此外，书院中的匾额、楹联、碑石也体现出来以德

育人的功能，岳麓书院的讲堂上就悬挂着朱熹题的

“忠孝廉节”。学生在远离尘嚣的书院中读书学习、

存心养性，心灵与自然韵律和谐统一，最终达到天

人合一的境界。书院通过营造一个良好的人文环境，

以此来达到一个环境育人、道德教化的作用。 

（四）道德实践 

我国古代书院“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还渗透

在道德实践活动中，道德品质既是一个长期的养成

过程，也是一个实践过程。书院的大师们反对空谈

心性，倡导知行合一、身体力行的践履精神。朱熹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就强调了“言忠信、行笃

敬”，他经常带着学生游山历水，体验生活，在游学

中结识有识之士，游览文化古迹，通过各种渠道完

善学生的知识。他认为“力行”是“穷理”的根本，

书院教育就是使学生“明理”而“修身”进而“躬

行”，将在书院学到的天理最终落实在学生自己的道

德行为上。张栻提出了“学贵力行”的主张，他在

书院教学中也会向学生反复强调践履的重要性，他

主张学生要能走出讲堂，在日常生活中学习，将在

书院学到的道德知识践行到日常的生活中，形成日

常的自觉行为。 

二、古代书院德育的具体实施方法 

（一）“分年”教育 

由于学生的身心发展有一定的顺序性，不同年

龄阶段的学生对道德体悟不同，据此，书院探索出

了一种细则化的德育组织形式，对书院的学生进行

有层次、阶段性的道德教育，称之为“分年”教育。

关于“分年”教育比较著名的就是朱熹设计的“分

年”教育法，他将人生教育分成“小人之学”和“大

人之学”两个阶段，小学主要“学其事”，大学主要

“穷其理”。元代的程瑞礼在朱熹的“分年”教育启

发下，提出了更为系统的《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

明代的著名教育家王守仁用种树来比喻教育，主张

教育“不可助长”，道德教育也如此，对学生的德育

应当遵循循序渐进的原则。因此，书院中的德育是

根据学生的年龄、道德思维发展水平来制定德育目

标、安排德育内容的，“分年”教育就是其中常用的

德育实施方法。 

（二）因材施教 

书院在进行道德教育时，并不是按照一个固定

的途径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的，而是充分尊重每个学

生表现出来的个体差异，因材施教。书院的大师们

也是考虑到每个学生的智力、性格、能力、兴趣各

异，在进行道德教育时，不能要求千人一面，而要

“随其分限所及”，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为使德育

更有针对性，书院通过“质疑问难”的途径来了解

每个学生，提倡学生自学，尤其是学会思考，通过

了解学生自学的程度去了解每个学生的问题，因势

利导，因材施教，著名教育家王守仁也将这种方法

称为“因药发病”法。书院之所以成为我国古代最

具特色的教育机构，与书院的大师们充分尊重学生

的个性是分不开的。 

（三）“课考”制度 

为了保证德育的有效实施，书院实行严格的“课

考”制度，“课考”是指对学生的学业和德行进行考

核，评出优劣等级，根据等级来确定学生的升降并

实施一定的奖惩，以此来促进学生的学业成绩和德

行的养成。对于德才兼备的学生，书院会给予他物

质奖励和精神奖励，比如发膏火费或积分升级等；

而对于“课考”不合格的学生会实行一定的惩罚，

比如扣除膏火费，情节严重甚至会驱逐出学院。“课

考”的考核方法主要有他评和自评两种，他评是指

书院的山长、教师或者其他学生对学生进行考核，

自评是指学生自己对自己的德行进行自我评价。自

评要求学生有较高的自觉性，学生在进行自评时以

圣贤为榜样进行自省，并以此来鞭策自己。 

三、古代书院德育的现代启示 

由于我国古代书院中的德育传统与我们当代大

学的德育所处的时代、社会、文化都不相同，因此

关于德育的各个方面都各具时代特色，但书院和大

学都是属于高等教育机构，二者在很多方面都有互

通性。对于古代书院，我们只要坚持有批判的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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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创新的原则，吸取其中的精华部分，定能为我们

当代的大学德育服务。 

（一）贯彻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 

古代书院“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一直延续了

一千多年。在新时代，我们需要借鉴古代书院“育

人为本、德育为先”的教育理念，贯彻落实“立德

为本”的根本任务。大学在育人的过程中，德育应

该摆在一个优先地位，因为德育中所包含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教育对一个的影响是深远持久的。

现阶段的大学的德育工作就是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放在优先位置，有效做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体系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的工作。 

（二）推进德育体系创新 

一个完整的德育体系包括德育目标、德育内容、

德育方法、德育评价，创新大学的德育体系应该从

大学德育的每一步进行创新。当前我国大学德育目

标的政治性突出，缺少对大学生自身道德品质发展

的具体要求。因此，当代的大学的目标增加引导大

学生自我反思、调控等修身、慎独的内容。德育内

容可增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贴近大学生生活世

界，开发大学生内心真正需要、喜闻乐见的德育课

程，使德育真正扎根于大学生的生活，关心大学生

的交往生活、集体生活等。德育方法的创新要体现

在在充分肯定和尊重大学生的个体性，重视隐性德

育的重要性，使大学生在潜移默化的熏陶中实现道

德的“内化”。改变以往的灌输教育方式，真正站在

大学生德性发展的角度进行德育。同时，科学的评

价也必不可少，每个大学生都是一个不断发展的个

体，用统一的标准去评价不同发展阶段的学生是不合

理的。大学可以借鉴古代书院的“课考”制度，大学

生自评和他评相结合，建立起科学的德育评价体系。 

（三）重视高校仪式活动中的德育价值 

大学里的各种活动丰富多彩，在大型的校园活

动中都可以抓住德育的契机。现在许多名校的大学

生入学典礼和毕业典礼都会引起社会的关注，在这

些重要的仪式活动中，大学的德育目标和德育内容

能被充分体现，更显大学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宗旨，

通过这些特殊情境的德育很容易引起大学生的道德

认同和自我认同，促进大学生知、情、意、行全方

面的发展，对学生以后的学习和工作都能起到持久

而深远的影响，这样的仪式活动才不会仅仅流于形

式、浮于表面。 

（四）挖掘校园环境的育人功能 

大学要营造浓郁的建筑文化氛围，大学里的建

筑是学生学习和生活的主要场所，也是一所大学历

史传统的象征和校园文化的重要载体。通过优美的

校园环境、庄重的建筑熏陶、感染学生。作为一所

大学脸面的校门更是大学的重要标志，要能使学生

迈进校门就能感受到文化的气息。同时，可以借鉴

古代书院的“中轴线”设计，突出图书馆、校史馆、

教学楼的中心位置。校园中的园林景观也是校园环

境的重要部分，大学可以种植具有象征意义的植物

增添校园的人文情趣。 

总之，我国的古代书院在德育方面形成独具特

色的德育理念和德育方法，虽然时代久远，但仍对

我们今天大学的德育工作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在当

今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从我们的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寻求我们的精神家园，走出具

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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