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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儿童品格教育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德性伦理学以“德性”为研究主旨，以“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

人”为核心议题，以“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为理论旨归，重视德性的内在价值和实践品性、人的完整性以及生活的公共性，对

儿童品格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德性伦理学”的视角，儿童品格教育以立足品格的内在价值培育具有实践品性的

“好品格”、成就完整的“好人”、创造共同的“好生活”为价值诉求。为此，品格教育应注重以下四个方面：第一，重塑教师对品格

的价值观念，以弘扬品格的内在价值；第二，立足于实践活动，以彰显品格的实践品性；第三，打破品格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以促进儿童的优良品格在不同时间和场域中的完整性；第四，重视公共品格教育，以培育关心集体生活的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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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Value Pursuit and Practical Path of Children’s Character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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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ldren’s character educ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 fulfilment of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fostering character and civic
virtue. Since the virtue ethics takes“virtue”as its object of study，and takes the question—“what kind of person one should be?”as
its key topic，and takes the question—“what kind of life one should live”as the purport of the theory，it emphasizes the intrinsic val⁃
ue and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virtue，the integrity of human and the publicness of life. Besides it has important reference signifi⁃
cance for children’s character education. Therefore，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virtue ethics，the value pursuit for children’s charac⁃
ter education are as follows: cultivating a“good character”with practical character based on the intrinsic value of character，achieving
a complete“good man”and to creating a common“good life”. For this purpose，character education of children should focus on the fol⁃
lowing four aspects: first，reshaping teachers’values of character，so as to advocate the intrinsic value of character; second，basing up⁃
on practical activities，so as to highlight the practical characteristics of character; third，breaking the time and spatial constraints of
character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integrity of children’s good character in different time and space; fourth，attaching importance to
public character education，so as to cultivate children with the awareness of collective life.
Key words: character; children’s character education; virtue; virtue eth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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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基础教育是立德

树人的事业”［1］。“立德树人”是新时代教育发展的

根本任务，其本质是“培养什么样的人”和“怎样

培养人”的问题。对于“培养什么样的人”这一问

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重要讲话

强调，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品格教育以德育为灵魂，同

时融通智育、体育、美育和劳育，以人格的健全和

完善为目标，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要组

成部分［2］。人生百年，立于幼学。儿童时期的教

育为人的终身发展奠基，儿童阶段是落实品格教

育的起始阶段和重要抓手，为“培养什么样的人”

打下坚实基础，具有“开一个好头”、“系好人生第

一粒扣子”的重要意义，重视儿童的品格教育对

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意义重大且任重道远。

德性伦理学以“德性”为研究主旨，聚焦于

“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这一核心问题，重视人

的德性品质的完善，对于落实新时代“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基于此，笔者以

“德性伦理学”为理论视角，论述儿童品格教育的

内涵、价值诉求以及实践路径，以期为我国儿童

品格教育提供理论和实践支持。

一、品格教育的内涵

（一）品格

潘光旦先生在《论品格教育》中将“品格”解

释为，“‘品’，从三口，众庶也，意为人多。‘格’就

是典型、规范和标准的意思，不达此标准者，就是

不及格的人”［3］。“品格”即有众人所同意之典范的

含义，意指个人所拥有的被众人广泛认可和称赞

的积极品质。就品格与道德的关系而言，尽管有

的学者认为品格专指道德品格［4］，但另一些学者

认为并非所有的品格都具有“道德”属性，品格除

了根植于核心伦理价值观的“道德品格”之外还

包括能使得“道德品格”易于实现的“功能品格”，

例如信心、勇敢、坚毅等人格特质。“功能品格”需

要以核心伦理价值观为引领［5］77。就此而论，品格

比道德的涵义更为广泛。

亚里士多德将德性界定为“既使得一个人

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6］45，

既包括公正、诚实、友善等“道德品格”，也包括

大方、慷慨、温和、机智等“功能品格”。德性伦

理学也被称为美德伦理学，德性和美德都源于

对“virtue”的翻译，泛指美好的品质。故此，品

格与德性、美德意义相通，都意指人格上正面

的、积极的品质，也有学者建议将其称之为“良

品”［7］。

（二）新时代品格教育的内涵

品格教育旨在向学生传递核心价值观，从个

体和社会双重角度塑造和培养人的内在优良品

格。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强调，“要

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功夫，教育引导学生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踏踏实实修好品德，

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怀的人”［8］。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涵括了国

家、社会及公民等各个层面的价值要求，在国家

建设、社会建设以及公民培育等重大问题上发挥

重要引领作用，为所有社会成员提供了行动的基

本遵循［9］。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核心价值观，其

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

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10］品格教育以由核心价

值观引领的“德育”为灵魂，同时注重贯穿于智

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中诸如好奇与求知、坚

毅与勇敢、审美与尚美、勤奋与吃苦耐劳等积极

个性品质的培养，坚持“五育并举”，服务于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教育方针。

二、德性伦理学的核心议题

（一）“德性”作为研究主旨

德性伦理学以“德性”为研究主旨。万俊人

教授将德性伦理学描述为：“它以人类个体或

群体的道德品格和伦理德性为基本研究主旨，

意在通过体现在某些特殊人类个体或社会群

体的行为实践之中的卓越道德品格，揭示作为

道德存在的人所可能或者应该达成的美德成

就或道德境界”［11］。这一界定首先明确指出德

性伦理学的研究主旨，即是关注人的品格卓越

的伦理学；其次，揭示了德性伦理学将人视为

道德存在的基本立场。“人作为道德存在”指的

是德性是根植于人的本性之中的内在品质，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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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品质是确证自我存在的方式，是人之为人的

根本条件。人仅仅因为作为人而需要德性，也

仅仅因为富有德性才能称之为人。德性伦理

学强调德性的内在价值，宣扬德性因其本身而

值得欲求，将德性作为目的而非手段。道义论

与功利论伦理学也关注人的德性，但将德性作

为人的生存之本是德性伦理学与道义论、功利

论的区别所在［12］。再次，德性伦理学强调德性

是“体现在人的行为实践之中”的，具有实践

性。伦理学在亚里士多德创立之初，就以实践

的学科而非知识的学科现身，行为者仅知道品

格的知识而不将其体现为合乎德性的实践就

没有真正的获得品格。品格的内在价值也只

能通过实践才能获得。如麦金泰尔所言，“德

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

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

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13］241。拥有品

格和践行品格是一个统一体，德性伦理学所关

注的是表现在实践中的德性，若不表现在行为

实践之中也就不能称之为获得了德性。

（二）“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作为核心

议题

“成为什么样的人”是德性伦理学的核心议

题。在德性伦理学看来，“人”的概念之中本然

地蕴含着“德性”之维，人应当是德性之人。这

种德性之人具有整体性的特征，“对德性的界定

是在品格好的意义上对人的整体性质的界

定”［14］11。人的整体性意味着德性实践的连贯一

致性与持久性，一方面指人在不同生活情境之

下的多种角色的连贯一致性，另一方面指人在

过去、现在、未来不同时间历程的持久性。整体

意义上的有德之人在不同时间、不同情境、不同

角色之下持续一贯地表现出稳定的德性品质。

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合德性的活动具有最持

久的性质……幸福的人拥有我们所要求的稳定

性，并且在一生中幸福。因为，他总是或至少经

常在做着和思考着合德性的事情”［6］28。德性不

是某个时刻的心血来潮，也不是在某个情境和

角色之下灵机一动的决定，而是始终如一的稳

定品质。在学校勤奋而在家里懒惰的人不能算

作勤奋的人；对亲近的人诚实，对陌生人撒谎的

人也不是诚实之人。如果行为人在这个情境中

以合乎德性的方式行事，而在另一个情境中弃

德性于不顾，德性就只是外在于他的教条，或他

在某些场合所需要的工具。

（三）“人应当过什么样的生活”作为理论

旨趣

德性伦理学不仅关心“人应当成为什么样的

人”，也关心人的生存目标，即“人应当过什么样

的生活”。生活的终极意义何在？《尼各马可伦理

学》开篇就指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

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万事万

物，连同我们的德性都趋向于某种善。然而，并

非所有的活动都只有一个目的（只追求一种善），

有些活动同时包含着多种善，终极意义的善就是

最高的善——至善。万事万物都追求的至善又

是什么？亚里士多德说：“无论是一般大众还是

出众的人，都会说是幸福，并且会把它理解为生

活的好或做的好”。［6］9每个人都向往幸福的生活，

幸福乃是最高善，是所有人都追求的最高目的和

最理想的生活状态。

幸福的概念内含着人的繁荣（flourishing），德

性伦理学把好生活看成是人的繁荣兴盛气

象［12］。繁荣不仅是作为个体的人的繁荣，也指人

类意义上的整体的繁荣，因为德性伦理学是建立

在人的社会性之上的理论。亚里士多德明确指

出“人在本性上是社会性的”［6］18-19。从人的存在

方式而言，人是与他人共同生活的社会性存在，

人的社会性意味着人的个体生活与社会生活的

不可分割性。一个拥有德性的人，他的德性不仅

有益于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精神繁荣之人，而

且有益于人们共同经营的事业，成就人类的繁荣

兴盛。同样，一个品格败坏的人，他败坏的不仅

是他自己，也在败坏着人类的共同事业。

三、好品格、好人、好生活：品格教育的价

值诉求

（一）基于德性的内在价值与实践性，培育

“好品格”

基于“德性”作为人之存在的根本，品格教

育以弘扬品格的内在价值为基本立场。在当前

的品格教育实践中，不乏基于品格的外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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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开展品格教育者。例如，在环保教育中，从环

境资源如何能更好地为人类所用这种功利性、

自利性的目的出发而教导儿童爱护环境；在人

际礼仪教育中，以某些品格会受到成人、教师、

考官、未来的领导等群体的称赞与认可，能为儿

童在社会中增加竞争力而教导儿童礼貌、恭敬

等。虽然不可否认也不能拒绝品格在具备本体

价值的同时也会产生外在价值，甚至外在价值

具有强烈的诱惑，但如果一味追捧品格的外在

价值会产生一些问题。第一，那些不确定何时

会产生何种外在价值的品格会被忽视；第二，会

导致行为人在外在价值凸显时表现出某些品

格，在外在价值不明显时不践行这些品格，因而

难以培养真正的具有品格的人；第三，加剧工具

价值膨胀、内在价值失落的社会风气，使人们之

间的生活充满利益计算与权衡，失却人作为道

德存在的本性追求。

学校品格教育的目标在于培养作为人之根

本的“好品格”，以品格作为人之为人的根本条

件，而非以品格作为获取金钱、地位、名利等外在

利益的手段。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为

例，由于诚信是人之为人的本性要求，品格教育

贵在引导儿童由于诚信本身是值得欲求的而诚

信待人，并引导儿童体验诚信待人所获得的行良

善之事、人格完善的幸福感。而由诚信待人所带

来的他人的信任与友谊、报偿等外在利益，一方

面并不总是会产生，另一方面也可以经由其他方

式获得，因而并不能成为人应该做诚信之人的依

据。追求品格的内在价值的品格教育是从“人作

为道德存在”这一前提出发，对人之所以为人的

德性潜能的激发，旨在使人“是其所是”。这有助

于培养“为善而善”的人，营造将“品格”作为人之

本性的社会风气。

另一方面，基于“德性”的实践性，品格教育

期望培育的是能体现在行为之中的行动的品

格，而非只停留在大脑之中的认知的品格。在

品格的养成中，行为人首先需要知道什么是善，

即在善恶判断时有正确的价值倾向。但“知其

善”只是品格教育的基础和起点，品格教育最终

所要达到的是行为人能够“付诸善行”。只有实

践了的品格才算真正的品格，知善而不为善无

异于无善。品格教育以培育实践的品格为追

求，这有助于儿童获得真正的好品格，也有助于

改善当前品格教育中重言说轻实践，重认知轻

行动的偏颇。

（二）基于人格的整体性，成就“好人”

培育了作为人之根本的品格，也就成就了

“好人”。更进一步地，德性伦理学在“人是德性

存在”的基础上添加了“整体性”的限定，将人看

作是“整体性的德性存在”，基于此，品格教育旨

在成就“整体意义上的好人”。儿童具有学生、子

女、朋友、公民等多重角色，穿梭于私人领域和公

共领域之间，并且处于一个容易被忽视品格的重

要性的特定生命成长阶段（成人常以儿童还小为

由为儿童的不当行为开脱），这就容易造成品格

教育的不完整性和不连贯性，出现好学生、好孩

子与好公民的道德形象不一致的现象，比如学校

和社会重视培养儿童的“友善”，但家长认为“人

善被人欺”，友不友善关系不大。现实生活中，也

存在对学生、孩子、公民的品格教育被割裂的现

象，比如学校注重培养儿童自主服务的品格，但

在家里儿童却是“被服务的人”。

基于人是“完整的德性存在”的观点，品格

教育旨在培养“完整的儿童”，而非局限于“学校

围墙里的儿童。”一方面强调品格教育贯穿于各

个年龄阶段的系统性，另一方面注重品格教育

场所的多元性，旨在冲破儿童生活场所的藩篱，

弥合儿童在不同角色、不同时间阶段品格形象

之间的分裂，致力于培养能够持续、稳定地表现

出良性品格，既是好学生、又是好孩子、还是好

公民的儿童。

（三）基于生活的公共性，创造“好生活”

基于生活的公共性，德性伦理学在“人是整

体性的德性存在”的基本立场上再次添加了“社

会属性”的限定，将人看作是“社会性的整体的德

性存在”。虽然个体生活根植于公共生活之中，

个体生活与公共生活本身具有统一性，但在充满

竞争的社会人际关系中，学校教育中的竞争性个

人主义盛行，个体与他者、个体与共同体的紧密

联系被弱化，学校教育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很多孤

独化、分裂化的“个体人”［15］。儿童在个体化的生

存状态中更关注自己的生活，更愿意“为自己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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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缺乏对公共生活、公共问题以及公共福祉的

关注。利己的生活终究是一种封闭狭隘的生活，

不仅个体内在的德性潜能难以展开，难以达至福

盈兴盛的幸福生活状态，也与共同的繁荣兴盛生

活背道而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集中反映了

国家层面、社会层面、公民层面的普遍价值诉求

以及社会成员的普遍价值期待，儿童品格教育期

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核心引领，增进儿童

的个人品德、国家认同、社会公德，培养儿童的

“大德”。

四、品格教育的实践路径

（一）重塑教师的价值观念，弘扬品格的内在

价值

教师职业的特殊之处在于，教师本身既是品

格教育者，同时又是品格教育的“教科书”，是儿

童品格学习的重要资源和内容。习近平总书记

指出，“要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让教师更好担当起

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16］。勉励

广大教师做“四有好老师”、“四个引路人”，成为

打造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梦之队”的筑梦人。开

展儿童品格教育首当其冲地是要重视教师队伍

建设，重塑教师的品格价值观念。重塑教师的品

格价值观念除了对教师进行教育引导、宣传呼吁

之外，更重要的是要摒弃学校德育评价中的功利

主义倾向和过分精细的量化考核评价方式，尽可

能地淡化师德评价的选拔、评比考核、资格审查

功能，而强化其引领学生成长的功能，营造彰显

人格魅力的道德文化氛围。唯有在这样的道德

氛围之下，教师才能真正感受到“人之为人”的根

本所在，认同“品格”的可贵之处，进而在教育实

践中将这样的理念传承下去。

教师只有真正认同了品格的内在价值才算

真正担当起了“育人”的职业使命。反映到具体

的教育实践中，这样的教师才能由衷地重视儿童

的精神丰盈、追求儿童的人格完善，将培育品格

作为内在使命，而非任务、形式或附属之物。从

而在教育教学中，真正关心知识、技术、分数之外

的东西，真正地为儿童品格上的闪光点而喝彩，

矫正以工具价值为导向的品格教育风气，培育真

正的、纯粹的品格。

（二）立于综合实践活动，彰显品格的实践

品性

苏格拉底的经典命题“德性即知识”的含义

是指，人在实践中获得德性品质的同时，也就获

得了对德性的理解即德性的知识，而对德性的践

行与表现，只有在对德性的认识中进行，强调“知

善”与“行善”的内在统一［17］42-43。但在实践中，这

一命题被曲解为德性可以像教知识一样地教，有

了德性的知识也就有了德性，故而背诵箴言、说

教、灌输等成了品格教育的合理方式。亚里士多

德明确表示，德性的习得过程最初犹如实用技能

的练习，要在不断的实践之中养成，“对于德性，

我们先运用它们而后才获得它们。这就像技艺

的情形一样……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

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

为勇敢的人”［6］36。德性具有实践品性，只注重语

言和说教的品格教育方式，可能会造成儿童对品

格的认知水平与实际行为实践之间的分离，培养

出“思想上的巨人”和“行动上的矮子”的矛盾

体。品格教育应立足于实践，遵循“在实践中”、

“经由实践”、“为了实践”的路径。

“在实践中”是指将实践作为品格教育的主

阵地。在实践中并不是说完全抛弃说教，而是

强调要为儿童品格教育找到练习场。这就意

味着教师和儿童要离开座位和教室，多参与到

实践活动中去，在实践练习场中实现手与脑的

结合、知与行的统一。“经由实践”是指将实践

作为品格内化的途径。在实践活动中，儿童将

品格外化于行为之中。根据人的习惯养成的

规律，儿童在多次重复的行为中逐渐养成特定

的品格习惯，继而“习惯成自然”，儿童能够在

特定情境中自然而然地、出于惯性地表现出某

些品格，也就达到了将品格内化于心的境界。

“为了实践”是指品格教育关注儿童在行为上

的变化。儿童的行为实践是判断品格教育成

效的标准，只有践行品格才算获得了品格，无

论是“在实践中”还是“经由实践”都旨在促进

儿童在行为中做着正确的事。

（三）打破时间空间限制，成就完整的好儿童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建立全员育人、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的育人体系［18］。在时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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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儿童品格教育应该遵循全程育人的原则。

完整的好人具有持久稳定的品格表现，这意味

着品格教育是一个长期而深远的过程，要坚持

从儿童成长规律出发，针对不同年龄段儿童的

特点和需求，采取与之相适应的教学方式，突

出教学重点，在不同阶段循序渐进地开展品格

教育。在空间之维，儿童品格教育应遵循全员

育人的原则。完整的好人在不同场域也具有

稳定的品格表现，这要求品格教育要在不同场

域中一以贯之，打破学校围墙的空间限制。儿

童生活在家庭、学校和社会等不同场域之中，

同时具有多重身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

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8］。

品格教育应该走出校园，整合家庭和社区（会）

的教育资源，争取家庭和社区（会）的支持，开

阔儿童的品格实践空间，建构包括政府部门、

学校、家庭、社会等多方参与者在内的品格教

育共同体［19］。比如，走进社区（会），开展“志愿

者服务”、“关怀弱势群体”和“保护环境”等社

会实践活动；将品格教育延伸至家庭，开展“自

我服务”、“良好生活习惯”、“孝亲”等生活实践

活动；在班级、校园的集体生活中开展“乐于助

人”、“团结协作”、照顾比自己年幼的孩子的

“跨年龄小先生”等校园实践活动。在内容之

维，品格教育要坚持全方位育人的原则，注意

德智体美劳五育之间的整合，坚持“五育并

举”，以促进儿童在人格的不同面向上的完整

统一。由于五育之间存在关涉与交叠，同一项

核心价值观可能渗透在多个领域之中，因此要

五育之中蕴含的品格教育资源，根据不同领域

的特色，合理嵌入品格教育要素，进行核心价

值观引领，使德智体美劳五大领域与品格教育

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四）重视公共品格教育，增进共同的好生活

品格教育所追求的公共生活中的好人，不

仅于自己而言是人格完善、精神丰盈的人，也是

值得公众称赞与认可，能够参与公共事业，增进

公共福祉的人。这就要求品格教育在培养儿童

个体品格的同时要重视公共品格的培养。在当

前竞争性个人主义泛滥，学生的公共品格沦落

的学校教育现实之下，公共品格教育更显迫切。

遵循品格养成的心理逻辑，公共品格教育

应该包括公共知识教育、公共情感与意志教育

以及参与公共事务的实践教育。公共知识教育

旨在使儿童知道在公共生活中什么是正确的以

及为什么是正确的，使儿童“知公共之善”；公共

情感与意志教育旨在培养儿童选择做正确之事

的意愿，使儿童“趋公共之善”；参与公共事务的

实践教育引导儿童在实践活动中践行公共品

格，并养成持久稳定的习惯，使儿童“行公共之

善”。具体来说，在培养儿童合作、团结、关爱等

公共品格时，首先可从人们必须生活在一个共

同的社会，人与人的生活紧密连接、个人幸福与

他人幸福不可割裂的角度，扩大儿童对生活的

理解，使儿童深刻体会合作、团结、关爱等原则

是人类共同生活应然的交往模式；其次通过榜

样学习、行为示范、生活故事、文学作品等方式

使儿童看到他人相互合作、团结、关爱的人性光

辉和强大力量，鼓舞与激励儿童合作、团结、关

爱的意愿和意志；最后组织各类实践活动，给儿

童提供践行公共品格的机会，让儿童在真实的

集体生活中与人合作、相互团结、彼此关爱，体

验践行正确之事所带来的自我完善的充实感、

价值感与幸福感。

从教育形式上来说，公共品格教育不局限于

某门课程，也不拘泥于某种特定的形式，可以是

依托于主题的综合实践活动，也可以是渗透到儿

童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的非正式教育活动。此

外，上文所论及的弘扬品格的内在价值、彰显品

格的实践品性、打破品格教育的时间和空间限制

也是公共品格教育应遵循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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