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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经》的德育思想在大学生思政教育中的应用
袁世元

中国计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浙江杭州，310000；

摘要：随着社会的快速变迁和全球化的深入，传统德育在现代教育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孝经》中的德育思想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瑰宝在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仍然具有借鉴指导的作用，通过揭示了传统孝道思想

与现代教育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和互补性，进一步讨论了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方法与实践问题，并提出了相应

的解决方案。最后，强调了《孝经》德育思想对于培养大学生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文化认同感的重要性，

以及如何有效地将这些古老智慧融入现代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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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代快速变化的全球化社会中，传统德育教育的

现代应用成为了一个重要课题。《孝经》作为中国古代

文化中的经典文献，深植于中国的道德教育和社会价值

体系之中。孔子在《论语》中提到：“孝悌也者，其为

人之本也。”这表明孝道是所有人际关系和社会伦理的

基础。在这种哲学框架下，孝道被视为连接个人与社会，

以及传统与现代的桥梁，其核心价值在于通过个人修养

来实现对社会的贡献。在传统社会中，孝道是维系家庭

结构和社会秩序的关键纽带。在现代社会中，尽管家庭

结构和社会环境发生了变化，孝道的核心价值观，即尊

重和责任，仍然是社会和谐和个体社会化的重要因素。

《孝经》中的教育思想强调通过实践孝道，个体不仅在

家庭中扮演其角色，也在更广泛的社会环境中展现其社

会责任和文化认同。本文旨在探讨《孝经》中的德育思

想在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和重要性。

1《孝经》的理论基础与历史影响

1.1《孝经》的成书背景与作者介绍

《孝经》是中国古代儒家经典文献之一，《孝经》

是儒家十三经之一。 《孝经》是阐述孝道与孝治的儒

家书经。《孝经》相传为孔子所作，又说为孟子或孟子

门人所作
[1]
.。《孝经》分今文本和古文本，今文本《孝

经》，共计十八章。提出了“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

也，人之行也”。《孝经》中还提出“以孝治天下”的

主张，从而达到使国家“长治久安”的目的
[2]
。该书成

书于秦汉之际。自西汉至魏晋南北朝，注解者及百家。

流行的版本是唐玄宗李隆基注，宋代邢昺疏。《孝经》

也是旧时蒙学书籍，影响深远。成书的具体年代虽有争

议，但大体认为形成于战国至汉初。《孝经》的成书背

景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特别是孔子提倡的“孝”作为

治国和修身的基本道德原则
[3]
。这部经典文献不仅反映

了早期儒家如何系统地提炼和推崇孝道，同时也标志着

孝道从家庭伦理上升为国家治理的哲学基石。

1.2《孝经》中的德育思想及其历史影响

《孝经》的核心思想是孝道，它深刻地阐述了孝的

实践应从尊敬父母、关爱兄弟开始，扩展至对社会的责

任感和对国家的忠诚。《孝经》中提到，“孝”的实践

不仅限于对父母的敬爱和供养，还包括对父母的意愿和

教诲的继承。这种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具有深远的社会文

化影响，孝道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之一，影响

了几千年的家庭教育和社会伦理。

历史上，儒家学派将《孝经》作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通过官方的推广和私人的教育相结合的方式，使孝道深

入人心
[4]
。例如，在汉代，孝道被定为国教的一部分，

不仅体现在家庭和社会层面，还上升为政治层面的重要

内容，成为维系社会秩序和政治稳定的关键因素。

1.3《孝经》在不同朝代的应用与推广

从汉朝开始，孝道成为政治的一部分，历代皇帝利

用孝道来加强中央集权和加强对民众的道德束缚。《孝

经》被视为教育的重要材料，在科举考试中占据重要地

位，影响了无数士大夫的思想。唐代和宋代的儒学大兴，

孝道的地位更是无人能及，经典中的孝道思想被进一步

发挥，强化了国家与家庭之间的联系
[5]
。

2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现状

2.1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定义与目标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是一种全面的教育方式，其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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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目的在于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民族精神和个人品

德，使其能够积极适应和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

程。这种教育不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道德教育和政治理论

的学习，更包括对学生进行系统的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以及培养其批判性思维和独立思考的能力
[6]
。

在定义上，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旨在通过一系列教

育活动和课程，帮助学生建立和巩固科学的世界观、人

生观和价值观。这种教育强调理论与实践的结合，通过

教育使学生能够理解并承担起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责

任，培养其成为有用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教育目标的设定涵盖多个方面：

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通过教育引导学生认识到作为

社会成员的责任和义务，激发其对社会的关心和贡献意

愿，培养其在实际生活中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能力。

民族精神的弘扬：强调对学生进行民族精神教育，

使其深刻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增强民族自豪感

和文化自信，促进学生的民族认同和文化归属感。

个人品德的塑造：注重对学生的品德教育，强化诚

信、公正、尊重、爱心等基本道德的内化，为形成良好

的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和家庭美德打下基础。

批判性思维的发展：鼓励学生发展批判性思维能力，

不仅要学会接受知识，更要学会质疑和思考，对信息进

行独立分析和判断，形成独立的思考和判断能力。

独立性思考的培养：通过讨论、辩论和其他互动式

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思考兴趣，培养其自主学习和独

立思考的能力，使其在面对复杂社会问题时能够自信地

表达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7]
。

2.2 当前大学生面临的主要思想问题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大学生作为社会的青年代表，

面临着一系列复杂而多变的思想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反

映了个体层面的思想动态，也折射出整个社会文化和价

值观念的变迁。具体来说，大学生群体主要面临价值观

的多元化、职业道德的淡化以及传统文化认同感的缺失

等几大思想问题。价值观的多元化是当代大学生面临的

一个显著问题。在全球化和互联网技术迅速发展的背景

下，大学生接触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各种价值观和生活

方式。这种广泛的信息接触，虽然增加了学生的知识面

和开放性，但也导致了一部分学生在价值取向上的迷茫

和冲突。不同的价值观念交织冲突，使得一些学生难以

确立稳定且持续的人生目标和职业追求。

2.3 思想政治教育中存在的方法与实践问题

在当代高等教育体系中，思想政治教育扮演着塑造

学生价值观和公民意识的关键角色。然而，现有的教育

模式在实际操作中面临多项挑战，这些挑战根源于教育

方法的传统性和实践的脱节问题，导致无法完全满足现

代大学生的需求和期待。目前大多数思想政治教育课程

采用的是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这种方式往往缺乏足

够的互动性和参与感，使得学生很难在课堂上获得持续

的兴趣和深入的思考。学生们往往感到这类课程内容与

现代生活脱节，无法直接应用到他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

职业中去。这种单向传输的知识分享模式，很难触及学

生内心深处的思想感情，也难以激发他们对社会现象深

层次的关注和思考。

教育内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脱节是另一个显著问

题。虽然课程旨在传授道德规范和政治理论，但往往忽

视了这些理论在现代社会中的具体应用。学生们接收到

的信息往往停留在理论层面，缺少足够的案例分析和实

际操作指导，使得学生难以将学到的知识转化为解决现

实问题的能力。这种理论与实践之间的断裂不仅减少了

教育的有效性，也影响了学生对这些知识价值的认同和

内化。

3《孝经》德育思想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

启示

3.1《孝经》中德育思想的现代适用性

《孝经》中的孝道思想，作为中国古代德育教育的

核心，不仅深植于中国文化的土壤，而且其普遍价值在

全球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依然显得尤为重要。

孝道的实践不仅仅局限于家庭内部对父母的尊敬与关

爱，更扩展至对整个社会的责任与贡献。这种从家庭到

社会的道德扩散，反映了一个人的责任感和伦理观的成

熟，这正是现代社会所急需的公民素质。在当今世界，

全球化带来的文化交融与经济机遇同时伴随着对传统

价值观的挑战，如物质主义的泛滥和个人主义的盛行。

这些挑战使得传统的德育观念显得尤为珍贵。《孝经》

中的孝道思想，强调对长辈的敬重和对家庭的忠诚，不

仅是对个人品德的锤炼，也是对社会责任感的培养。通

过实践孝道，个体能够在追求个人发展的过程中保持对

社会的敬畏与回馈，从而增强个人与社会的和谐关系。

3.2《孝经》德育思想在大学生中的具体应用

在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整合《孝经》的德育思想，

不仅能弘扬传统美德，还能增强学生在现代社会的责任

感和人文关怀。以下是几种具体应用方法，旨在通过多

元化的教学策略，使学生能够深入理解并实践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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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可以开设关于《孝经》及其德育思想的专题课

程和系列讲座，详细解读孝道的多维价值及其在当代社

会的实际意义。通过结合历史与现代社会的案例分析，

让学生探讨如何在繁忙的学习和工作中实践孝道，以及

孝道如何促进社会和谐。例如，讲座可以包括孝道在现

代职场中的体现，或者在家庭中如何平衡个人发展与对

长辈的责任等议题。这样的课程不仅增加学生的知识深

度，也帮助他们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大学生应被鼓励参

与到各类服务老年人的社会实践活动中，例如定期访问

养老院、参与社区老年人的日常照护，或是在节假日为

老年社区组织活动，从而在实践中体验和践行孝道。这

些活动不仅有助于学生实现个人成长，而且加深他们对

《孝经》教育意义的理解，通过实际行动感受到孝道对

于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

《孝经》中的德育思想应用于情感教育，特别是在

加强大学生对家庭关系的认识和社会交往的情感处理

中显得尤为重要。教育机构可以通过组织研讨会和工作

坊，帮助学生理解父母的养育之恩，以及如何在现代社

会中维护良好的家庭关系。通过这种教育方式，学生能

够在情感上成长，增强其社会责任感和对集体的归属感。

设计角色扮演和小组讨论活动，可以极大地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和参与感。通过让学生站在不同的社会角色和

历史时期的视角，探讨孝道的现实意义、执行难点以及

其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的变化。这种互动式的学习方式不

仅促使学生更主动地思考孝道的现代应用，还帮助他们

理解在不同文化和社会背景下，如何更有效地维系家庭

和社会的和谐。

结论

本文通过深入探讨《孝经》即《孝经》的德育思想

及其在现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应用，揭示了传统

孝道思想与现代教育实践之间的深刻联系和互补性。

《孝经》作为中国古代重要的德育典籍，其核心价值孝

道，不仅在历史上对中国社会有着深远的影响，而且在

今天依然对培养现代大学生的道德观念、社会责任感和

文化认同感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孝道作为一种跨越时

代的价值观，其教育意义不受时间的限制。在当前全球

化和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背景下，孝道教育可以作为一

种有力的道德约束，帮助大学生建立起对社会的责任感，

增强他们的社会参与意识。《孝经》中的德育思想，特

别是对家庭的责任和对社会的奉献，对当代大学生形成

健康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将《孝经》的德育思想融入到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

育中，可以通过多种教育模式和方法，如课程讲授、社

会实践和情感教育等，更全面地促进学生的道德发展。

实践表明，通过对《孝经》的学习和相关活动的参与，

大学生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实践孝道，从而在个人成长的

同时，也能为社会的和谐与发展做出贡献。研究不仅加

深了对《孝经》德育思想的理解，也为如何有效地将传

统德育资源应用于现代教育提供了实践指导。未来，应

进一步探索和完善《孝经》德育思想在大学生思想政治

教育中的应用，使之更加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需求，更

好地服务于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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