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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庸之道是实现思政课育人的有效路径。中庸之道是中国传统儒家思想论述人生修养

境界的哲学观点，是儒家的伦理道德准则。“中庸”思想蕴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和价值哲学内涵，

肯定其为道德行为的最高标准，要求不断提高素质修养，待人处事至诚至善，达到天人合一，

这是一种实践智慧。因此本文从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出发，剖析“中庸”思想的内涵，辩证分析

中庸的适度思想，阐发它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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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国的传统文化教育源远流长，在西周时期已经具备较

为完善的学校制度，其学习内容主要是六艺，而六艺中以“礼”

“乐”为核心。“礼”的内容极广，包括政治、伦理、道德、

礼仪等内容。汉代提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中国

封建社会的教育受到儒家教育思想的统治。诚然儒家思想有

其丰富的教育精华，但也存在一些不良的教育影响。在儒家

“学而优则仕”的影响下，中国的教育内卷化；在“化民成

俗”的背景下，教育变成培养统治阶级所需要的人，且我国

长期沿用的是灌输式的教学方法，而这忽视了受教育者的主

体性和个性化发展，使受教育者的主体价值以及个体性受到

削弱，而中庸思想所蕴含的真理性认识对当前思想政治教育

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为此，将中庸思想运用于思想政治教

育中，科学辩证分析并发掘其中的思想内涵，顺应教育发展

规律，突破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困境。

一、“中庸”思想的内涵

“中庸”一词最早可追溯到《论语》，而中庸作为儒家

德性伦理观的核心范畴，其思想萌芽可追溯到《尚书》和《周

易》之中，孔子吸收融会了《尚书》的执中思想和《易经》

的时中的哲学思想，提出了“中庸”的思想，并从认识论的

层面将其确立为人之德性。孔子首次将“中”和“庸”相结

合，为“中庸”思想搭建了一个基本的见解框架，为人的德

性修养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论，而后更是得到发展并提升到了

本体论的高度，成为天地和谐运转的根本，成为人类社会中

各种德行的源头，而这也为当代的思政教育革新发展提供了

有效途径。

（一）待物态度平衡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提出中

庸是一种德性，认为中庸是至德。“中”有中正、中和之义，

又常和“心”搭配，谓之中心，即指心，“中者，极致之理。

各以极致之理存于心。”故而“中”即指一个人的本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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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和良知，要心怀中正之道、中正之德。“中”体现在两个

层面，一是左右平衡，二是上通下达。左右平衡是指事物两

极之间的平衡，即“度”的把握。故而中庸的一个重要原则

就为适度原则，即“过犹不及”。而“庸”亦兼有两义，首

先是“庸，用也”，这一含义体现了中庸之道的实用性，中

庸即“中用”，是以中为用，将“中”的思想运用到实际生

活中的方法论；其次是“庸，常也，恒也”，有平庸、平常

之义。故此，“中庸”即为“中正”与“中用”两意的结合，

“中”和“庸”的内涵使其思想更具合理性和实用性，是一

种实践智慧。

（二）处事行为适度

“中庸之道”不仅是最高的道或德，还是认识世界的基

本方法，是在对立两极中把握事物的运动变化之道，其内涵

主要有“仁”和“礼”的统一，“过犹不及”“执两用中”

“权变时中”等方面，其思想在个人修养方面表现为“慎独”，

指即使身处无人之境时行为也合乎道义情理，在人际交往的

过程中表现出“忠恕”的特质，这恰恰是“中庸”哲学思想

的精髓所在。具体而言中庸要求我们在向他人提出要求之前，

首先要对自己进行严格的要求，并设身处地地从他人的角度

进行思考，在道德层面上我们追求的是“至诚尽性”，其中

“诚”不仅是中庸之道的思想基石和起点，更代表着人生的

最高境界，同时也是人类社会交往的首要原则，其核心思想

是追求平衡和调和，旨在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

之间的和谐发展，其最终目的就是“致中和”。行为适度是

中庸的重要伦理内涵，处事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恰到好处

才可达到中庸之道，并且思想政治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

任务的关键课程，在思想政治教育中运用中庸之道，坚持量

力性原则，才能培养全面发展的人。

二、“中庸”思想的意义

“中庸”这一中国传统哲学思想，在当代社会中依然具

有深远的现实意义和应用价值。中庸是儒家关于个人修养与

社会治理的基本价值理论，是中华民族的独特创造，也是中

华文明的精髓。中庸之道强调个体在行为处事中应秉持自我

教育、自我监督与自我约束的原则，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

以实现“君子慎独”。并且将心比心，体谅他人，严于律己，

做到忠恕宽容，发挥善良的天性，追求“至诚之道”，做“至

诚之人”，而中庸的实质是一种平衡，致力于平衡社会的各

种力量，寻求社会的平稳和谐发展状态，是人类社会平衡发

展、稳定的文化需求，具有纠偏补弊的现实作用。

中庸之道秉承了“中和”的思想，主张“万物并育而不

相悖”。这一思想对于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具有指导意义，

遵循自然发展的客观规律，注重自然开发的“度”。这里的

规律是对“度”的考量，是对中庸之道的审视与遵循。由此

可见，中庸之道不是简单的折衷主义，是一种灵活的权变理

论，注重“度”的把控，是一种合适的极致。

“中庸”之道所蕴含的深刻哲理，已经深深植根于我们

的文化血脉之中，成为了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在

我们的生命中深深扎根，且未有任何一个时代能如当下这般

趋近于“中庸”的理想状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

主张，“天下为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的理念，科学发

展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美好构想等，都无一不体现了中

庸之道的所倡导的思想。中庸之道作为一种理想的个人修养

状态和社会发展的良性模式，对于构建和谐社会具有举足轻

重的作用。我们应当积极弘扬中庸之道，以促进个人和社会

的共同进步。只有实现和坚守中庸，才能实现持久和平发展，

实现天人合一的理想社会。

三、儒家“中庸之道”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启

示

思想政治教育是以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在认知模式、价值

导向、目标选择上的契合为基础，通过积极引导和有效整合

多样化的社会思潮，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价值导向，

培养高尚思想道德品质和完善人性的个体，实现育人、育德、

育心的崇高目标。在这一过程中，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庸”

思想在目标设定和价值追求上展现出内在的一致性。具体而

言，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职责在于培养受教育者的社会道德

意识和社会责任感，这与“中庸”思想所强调的至诚理念相

契合，均致力于塑造具备高度道德品质的个体。此外，在实

践路径原则上，思想政治教育与“中庸”思想亦呈现出内在

的一致性。其中，“中庸”思想所蕴含的“致中和”、“时

中”、“慎独”、“忠恕”、“至诚”等理念，为思想政治

教育的实践路径提供了宝贵的启示和借鉴。

（一）思想引导：宣传中庸之智，培植哲学辩证思维

中庸思想蕴含着“时中”的内涵，而“时中”是指顺应

时势、灵活变通，按实际要求来发展，要求不拘泥于古板，

具有变通灵活性。我们要在宣传学习中庸之道的哲学智慧过

程中，顺应时代发展潮流并在运动变化发展中保持相对平衡，

把握不同事物之间的差异性，在互动中达到和谐统一。故而

在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要联系具体实际生活，将思想政治

内涵和生活具体实际相结合，并在学习融会中庸思想和发展

当代思想政治教育的对立统一中培植辩证思维，从而完善思

政教育的内涵要求和发展手段。在教育实践中，教育方法的

运用需灵活多变，以中庸之道为基本原则，因教学对象、情

景、问题的不同而调整，这体现了“时中”的方法和“度”

的艺术。引导教育工作者把握“时中”的原则，根据实际环

境条件而不断做出相对应的教学变化调整；亦引导学生顺应

时势，积极培育竞争意识，充分发挥创新精神，顺应时代、

国家的发展步伐而不断调整自身发展，进而提高个体能力。

“时中”的原则是科学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是在新时代下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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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思想政治教育科学化水平的体现，这一特性不仅强化了教

育的时代感和艺术性，还有利于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回归人本，

从而增强其整体效能。

（二）行为选择：把握中庸之度，实现师生互动和谐

教育是一种基于知识传递的交往互动过程，涉及教育者

和学习者之间的互动。良好的教学关系能够促进师生双方身

心健康的积极发展，为其后续的学习和生活提供理性有效的

选择和行动基础。而中庸思想力求“和”的一种平稳状态，

以贵和、尚中为基本观念。在思政教育课堂上，温和有爱的

教师更有利于把握良好的人际互动技能，从而与学生进行沟

通和探讨。在学习展现中庸之道的忠恕宽容和至诚尽性的原

则中，师生应互相体谅、体仁而行，并坚持至诚原则，充分

发挥自己善良的天性，坚持“以人治人”，用自己的真诚忠

恕去感召人、感化人、塑造人，并发挥他人的善良天性。“自

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

为了增进师生感情、减少隔阂以及促进平等交流，我们需要

深入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和特点，并以真诚的态度对待他们，

这是建立良好师生关系的基础，也是提高思政课教育效果的

关键。

（三）价值追求：感悟中庸之思，促进个体全面发展

我们在教育领域始终致力于实现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

合，然而，当前学校教育体系更多侧重于向学生传授静态的

理论知识。这种单纯的理论学习难以与社会的多元性和复杂

性相适应，因此，教育领域长期面临着理论与实践如何有效

结合的问题。在这一背景下，中庸思想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深

刻的洞见。它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并将理论与实践视为相辅

相成、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按照中庸的哲学思想，理论与

实践就像是“两端”或“两极”，过度偏向任何一方都会导

致失衡。因此，我们必须坚持理论与实践、知与行的有机结

合，避免走向极端，以实现教育的全面和谐发展。无论是从

慎独自修还是到至诚至善的原则，都是要求自我监督、自我

约束，规范道德行为，以达到至德至善的道德境界。在如今

的教育内卷化境况下，领悟中庸所蕴含的德性，通过慎独自

修，保持适度、平衡的学习节奏，将理论学习以社会文化知

识经验为背景，内化新知识，将理论知识学习理解渗透生活

的方方面面，以社会实践或体验的方式运用、检验和深化理

论知识的学习了解；面对主体价值个性化的降低，中庸修己

治人的美好品格激励学生发展自身特长，进行个性化发展，

发挥主体价值并在运用中庸思想的过程中积极投身于具体

社会实践。

四、结语

“中庸”思想是儒家传统教育体系的基石，它巧妙地融

合了科学性与艺术性，实践性与超越性，展现了深刻的哲学

内涵。其中蕴藏的内涵原则和辩证法思维对个体道德修养和

社会和谐稳定发展有着深远持久的影响，对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具有重要意义，对当代思想政治教育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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