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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现阶段，中国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在德育理念、教学模式、学习方式、人际交往、养成教

育、教育理念等方面存在着不衔接的现象，从儒家教育思想的视角剖析影响两者衔接的主要因素，

为解决当前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不力的二元教育局面提供科学的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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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是中国国民教育体系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高素质人才不可或缺的关键

环节。中国教育出现了基础教育对高等教育模糊、

高等教育对基础教育的忽视的双重路径障碍，集中

表现为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衔接不力。影响高等教

育与基础教育衔接的主要因素表现在以下几个方

面: 一是德育教育的定位差异; 二是教学模式与教学

内容的差异; 三是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的差异; 四是

人际交往能力的差异; 五是个人修养与养成教育的

差异; 六是教育理念的差异［1］。高等教育与基础教

育的有效衔接是深化高等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必然选

择，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与促使学生成长成才的

客观需要。基于儒家教育思想的视角，本文针对影

响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的主要因素，从德育为

先等多元维度探讨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的问

题，并提出科学的路径选择。

一、德育为先，克服重智轻德倾向

儒家历来重视德育教育，形成了以德育教育为

中心的教育体系。孟子说: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

庠者，养也; 校者，教也; 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

序，周 曰 庠。学 则 三 代 共 之。皆 所 以 明 人 伦 也”

( 《孟子·滕文公上》) 。宋代教育家朱熹说: “读书

乃学生第二事……第二义”( 《朱子语类》卷一○) 。

“修德是本，为要修德，故去讲学”( 《朱子语类》卷三

四) 。从孟子和朱熹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出儒家

高度重视德育教育，把德育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

位。王夫之就如何将德育理论认知转化为实际行

动，做到知行一致进行了专门的论述: “知行之分，

又从大段分界限者，则如讲求义理为知，应事接物为

行是也。乃讲求之中，力其讲求事，则亦有行矣。应

接之机，不废审虑之功，则亦有知矣。是则知行始终

不相离，存心亦有知行，致知亦有知行，而更不可分

一事以为知而非行，行而非知”( 《读四书大全说》卷

三) 。综合儒家的德育理念，我们可以看出既要把

德育教育放在学校教育的首位，同时必须坚持知行

一致的原则，才能真正培养出具有完满道德的人才［2］。

中国基础教育处于应试教育的背景下，过分追

求知识学习，为提高教学成绩而忽视其他方面的工

作，把升学率摆在学校工作的首位，以学习成绩作为

衡量学生的惟一指标［3］。部分学校对德育教育认知

错位，使德育教育处于可有可无的地位，学校、家庭、

社会三位一体的德育教育体系不健全，这必然导致



学生忽视自身品德的养成。这就无形中增加了大学

教育的负担，高校必须把握住新生入学这一关键时

期，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校规校纪

教育、诚信与感恩教育等方面的工作，提升新生的思

想道德修养，弥补基础教育阶段德育缺失的环节，使

其更好地适应大学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的教育目

标。基于儒家德育教育理论，我们必须深刻反思基

础教育阶段重智轻德，以分数论学生高低的现象，严

格遵循国家“德育为先、立德树人”的教育理念，缝

合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在德育教育方面的裂痕，提

高德育资源的利用效益。因此，高等教育与基础教

育的衔接中，始终要把德育教育放在首要地位，并且

在实践中不断践行德育理论，做到知行一致。

二、因材施教，改变呆板教学模式

因材施教是儒家重要的教学原则，其目的就是

要求教育者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自身资质、兴

趣爱好等方面进行有针对性的教学活动。孔子是中

国教育史上最早运用“因材施教”这一原则的人，他

能够了解到每个学生的特点，如“由也果、赐也达、

求也艺”( 《论语·雍也》) ，在教学中，孔子就能根据

每个学生的特点和实际情况进行教学。从史料记载

可以看出，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同样是师从

孔子，但有的“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

有的“束 带 立 于 朝，可 与 宾 客 言”( 《论 语·公 冶

长》) 。其弟子中身通六艺者也各有所不同，德行、

言语、政事、文学方面各有代表人物。有些愚钝的学

生，如高柴“柴也愚，则专主不知通变”，然而经过孔

子因材施教的教育后有所改善，以“执法公平”著称

于后世。后世儒家教育家也不断发展和完善了因材

施教这一教学原则，特别是北宋教育家胡瑗建立分

斋教学制，根据学生的兴趣和特长，分别划分为经

义、治事两斋。入斋后，在编排具体的学科，如水利、

历算等科目做到人尽其才，“使各以类群居讲习”［2］。

儒家“因材施教”教育原则对现代教学仍具有

重大的借鉴意义。在基础教育阶段，教育内容是以

考试大纲为出发点，以提升学生成绩为主要目的，忽

视了学生的差异性，对不同资质、兴趣爱好的学生都

实行统一、标准化的教学模式，容易打击部分学生的

进取心和积极性，致使辍学率逐年攀升，甚至会导致

教育悲剧的发生。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在教育过程中

忽视了学生的个性和兴趣，不能做到因材施教［4］。

这种基础教育模式下培养出的人才，不能适应高校

全新的教学模式与人才培养目标。高校实行全新的

教学模式，将第一课堂与第二课堂有机结合，以学生

的成长与发展为主线，开展丰富多彩的素质拓展与

科技文化实践活动，发挥每个学生的独特个性，尊重

学生的个体差异，根据学生的能力和兴趣去设计教

学活动，而不是苛求全部学生都去为了成绩而拼

搏［5］。基于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必须重视因材施教

的教学原则，改变呆板的教学模式，注重学生个性的

培养，把培养知识型人才与特长型人才有机结合起

来，区别对待不同层次的学生，实现与高等教育教学

模式与教学目标的吻合。

三、学思并重，转变被动的

学习与思维方式

从儒家经典著作可以看出，“学”的出现频率极

高，“教”使用的频率较低。这就可以看出来儒家把

“学”摆在教育活动的首要地位。孔子在学习方面

主张好学、乐学，他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

不如乐之者。”可以看出，孔子把乐学作为学习的最

高境界，就是强调学习在于学习者的积极态度，要有

主动学习的精神［6］。后代儒家教育家吴澄说:“读书

当知书之所以为书，知之必好，好之必乐; 既乐，则专

在我，苟至此，虽不读，可也”( 《宋元学案·草庐学

案》) 。可以看出，只要达到“乐学”的状态，才能更

好地理解和掌握知识。儒家在强调主动的学习方式

的同时，也重视思考的作用，把学与思放在同等重要

的地位。孔子说: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 《论语·为政》) 。从孔子的论述可以看出，学与思

是不能割裂的，不然就会出现“罔”和“殆”的问题。

朱熹对学思并重的思想作了进一步的阐述说: “学

源于思，思所以起发其聪明”( 《朱子语类》卷九六) 。

朱熹认为学习是源于思考的，思考能启发人的聪明

才智。后世儒家也分别进行不同的阐述，其核心就

是重视思考的作用，学思并重，正如张栻所说: “学

而思则德益崇，思而学则业益广”，学与思是不可分

割的有机整体，相辅相成，相互促进。

儒家学思并重的教育思想，改变了被动学习与

思考的方式，使学习者养成自主学习与思考的良好

习惯。在基础教育阶段，以灌输教育为主导的应试

教育模式下，学生处于被动接受知识的灌输，服从教

师学习安排为本职，普遍缺乏主动学习的意识，更谈

不上去深入思考问题，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7］。学

生升入大学后，课程多、内容难度加大，学习方法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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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应试灌输教育过渡到自主学习，部分学生难以适

应全新的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在宽松的学习环境

与管理环境中，学生缺少自主学习的意识，误入歧

途，浪费了宝贵的学习时光。高校应针对新生，有计

划地开展学风建设与学务指导、入学与适应性等方

面的教育，引导新生尽快适应大学全新的学习方式，

以转变基础教育阶段被动的学习方式与思维方式。

因此，在基础教育阶段，就要注重自主学习意识与思

维能力的培养，把知识的学习与思维能力的培养放

在同等重要的地位，实现与高等教育阶段学习方式

与思维方式的无缝链接。

四、中和之道，提升学生处理

人际关系的能力

儒家认为教育不仅是教会学生知识和做人的道

理，更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处理复杂的人际关系，

实现受教育者的社会化过程。儒家在处理人际关系

中坚持中庸之道，追求和谐的境界。《中庸》说:“喜

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 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本也; 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

和，天地位焉，万物语焉。”孔子还曾说: “礼为用，和

为贵”( 《论语·学而》) ，是其处理人际关系的指导

思想，其实质也是“中和”。从孔子的言论和《中庸》

的阐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和之道”是儒家追求的理

想，是处理人际关系的原则，就是要在处理问题时保

持“中”的平衡，在差异中寻求“和”的协调。中和之

道，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民为人处世之道的指导思想，

其具有丰富的理论内涵和现实的应用意义［8］。

儒家处理人际关系的“中和”之道，对当前指导

学生处理人际关系、提升交往能力仍具有重大的作

用。人的本质属性是社会性，教育的本质就是使受

教育者逐步社会化的过程，个人离不开社会与集体

而独立存在。由此可见，正确处理人际关系，提升交

往能力是必修课，是受教育者实现社会化的必经路

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过分追求成绩，忽视对学生

的社会化教育，学生本着“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

读圣贤书”的思想，其重心集中于学习上，交往范围

狭窄，很多事情甚至由父母承担，个人很少与其他人

打交道，脱离了社会这个大集体，普遍表现出处理人

际关系的能力较差。步入大学后，学生的交往范围

日益扩大，部分学生无法更好地与其他人沟通与交

流，造成了部分学生的心理障碍。针对此种现象，高

校开展了适应性教育、成长与发展教育、校园文化活

动等形式多样的活动，组织新生报名参加各种学生

组织，为新生提供交往的平台，弥补基础教育阶段人

际关系能力的缺失。因此，要用儒家“中和”之道的

思想指导学生处理人际关系，提升交往能力。把正

确处理人际关系与培养社会交往能力作为一项重要

的教育任务贯穿于教育的各个阶段，关键在于从基

础教育阶段就应开展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工作，逐

步推进学生的社会化进程，实现人际交往能力培养

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阶段的有效衔接。

五、克己内省，提高学生个人修养

儒家修养理论中强调克己内省，就是要严格要

求自己，不断反省自己的行为。孔子说: “富与贵人

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 贫与贱人之所恶

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 《论语·里仁》) 。这就

要我们要严格要求自己，有坚定的气节，不为外界事

物所诱惑。儒家还提出应不断反省自己，孔子说:

“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 《论语·里仁》) 。

荀子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

已”( 《荀子·劝学》) 。儒家教育家关于克己内省的

修养理论就是要求人们严格约束自我、养成良好的

行为习惯、反省自己的行为、培养自我意识、提升个

人的修养。

儒家“克己内省”的修养理论在当前主要表现

在养成教育。在基础教育阶段，学校忽视了养成教

育工作，部分学生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学习习惯以

及基本礼仪礼貌等。不良的行为习惯伴随升学进入

大学校园，迫使高校必须抓住入学这一关键时期，开

展国防军事训练、文明素质、礼仪礼貌、健康生活方

式塑造等多方面的养成教育工作，使大学新生养成

良好的行为习惯，为今后的大学学习生活与步入社

会打下坚实的基础。养成教育不是一朝一夕，需要

长期持续的培养过程。基础教育阶段是学生行为习

惯养成的关键时期，要把养成教育工作作为一项长

期性的工作来抓，重在塑造学生良好的行为习惯，以

降低高等教育阶段养成教育的工作难度，实现高等

教育与基础教育在养成教育方面的有效衔接。

六、成人之道，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成人之道是儒家教育思想的精髓所在，就是培

养全面发展的人的学说。儒家以培养贤才为教育目

的，主要致力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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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儒家把德育教育放在教育的首要地位，这是

毋庸置疑的［9］。儒家一直主张“学而优则仕”( 《论

语·子张》) ，可以看出儒家把知识作为衡量人才的

重要标准。儒家对德育和智育的重视是显而易见，

更为重要的是儒家还就美育和体育方面对受教育者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孔子说:“诵《诗》三百，授之以

政，不 达; 使 之 四 方，不 能 专 对，虽 多，亦 奚 以 为”

( 《论语·子路》) 。孔子说: “子在齐闻《韶》，三月

不知肉味。”由此可见儒家对诗教和乐教的重视。

孔子在体育方面的教学内容就有射、御两项体育项

目，六艺中有二艺是体育，可见其对体育教育的重视。

儒家成人之道的思想，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

教育理念，符合当前中国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客观规

律。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衔接不力，集中表现在教

育理念的差异。一直以来，基础教育关心教学成绩

与升学率，而高等教育关心如何培养高素质人才的

问题。从教育的发展趋势来看，两大教育阶段的改

革是必然趋势，核心问题就是两者之间要有统一的

教育理念，即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理念，依据全

面发展的教育理念，确定不同阶段人才的培养目标

与计划，使人才培养工作真正符合教育发展的客观

规律，培养一批高素质、创新型人才，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七、结 语

总之，应吸取儒家德育为先，因材施教、学思并

重、中和之道、克己内省、成人之道的教育思想，做好

基础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工作，为国家培养更多

优秀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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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oice of paths to connect higher education with
elementary education

BAI Hua，XU Ying
( School of Politics and Administration，Chang'an University，Xi'an 710064，Shaanxi，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phenomena of no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exist in such aspects as moral education concept，teaching mode，learning style，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formative education，concept of education，etc． In order to offer scientific paths to solve
the binary educational problem caused by the no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main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igher and elementary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nfucian education thoughts．

Key words: Confucian education thoughts; higher education; elementary education; moral educa-
tion; learning style; way of think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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