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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家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

 国家基础教育课程与教材委员会委员

 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委员会副理事长

 主要研究方向：儿童发展问题咨询、幼小衔接、家庭教育、特殊教育等。先

后参与国家中长期教育规划起草、国务院妇儿工委两纲评估督导、国家未成

年人保护法修订、北京奥组委志愿者心理减压培训等工作，现学术兼任中国

教育学会中青年分会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家庭教育分会会常务理事、中国

教育学会教育理论分会理事、中国儿童安康成长专家委员会秘书长、北京市

家庭教育学会常务理事、全国家庭教育专家团成员。

钱志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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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场直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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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金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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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大纲
第一部分 为什么讨论教育的逻辑起点？

（一）怎么判断教育对错

（二）为谁培养人

（三）培养什么人

（四）教育起点的不同带来了争议

第二部分 先哲对人性的看法

（一）乔达摩·悉达多

■ 人本性清净善良

（二）亚里士多德

■ 贪性

■ 惰性

■ 任性

（三）耶稣

■ 人以自我为中心

（四）孟子

■ 人之初性本善

■ 仁义礼智

（五）墨子

■ 素丝论

（六）荀子

■ 性恶论

（七）董仲舒

■ 性三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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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穆罕默德

■ 人性是天赋理性与人为欲求相和而成

第三部分 现实中的善恶之争

（一）西方文明的起源

（二）东方文明复兴的契机

■ 心灵回归与精神救赎

（三）华夏文明体系

■ 道德观

●人道

●世道

●天道

■ 国学

●儒释道

●医武艺

■ 核心：礼教

●礼教文化：三纲五常

●礼教的方法：克己内省

●礼教对中华民族的影响

（四）东方文明起源

（五）华夏文明是一部屈辱抗争史

■ 近代劫难——鸦片战争

■ 现代劫难——侵华战争

■ 当代劫难——“和平演变”

第四部分 善恶交锋的结果

（一）传统价值观念被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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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定离婚率现状

■ 留守儿童与流动儿童

■ 我国的人口资源

■ 我国的犯罪率状况

（二）中国人性现状判断

■ 善日益消亡

■ 恶无限蔓延

（三）人性善恶争战——文明兴亡

（四）人类社会的周期

第五部分 我们是否甘愿臣服

（一）华夏文明历史延续原因

（二）国有四维——礼义廉耻

（三）教育人要有担当——传播“中国梦”

（四）教育人当务之急——以实现中华伟大复兴为己任

第六部分 国家的人性定位与教育的因应

（一）抑恶扬善

■ 中国政治传统

■ 中国法律文化

■ 几代领导人治国方略

■ 新时代依法治国

（二）现代学校教育定位

■ 现代社会特定背景

■ 道德、情感、态度、价值观

（三）教育工作者的使命——立德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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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思维导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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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品讲稿

钱志亮：教育的逻辑起点

——人性善与恶的视角

大家好，我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的钱志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教

育的逻辑起点。该讲座是从人性善恶的假设出发，于人类文明的兴亡中找寻教育

在中国梦、依法治国、国家治理这些时代背景中的正确定位，进而澄清教育人的

使命。

为什么讨论教育的逻辑起点？

2019 年年底，世界经济合作组织 OECD 宣布了 2018 年全世界的最新

PISA的排名情况。由北京、上海、江苏、浙江所组成的中国部分地区联合体在

阅读、数学、科学三项测试中都遥遥领先。这本是值得高兴的一件事，可是我们

却高兴不起来，原因是中国学生的满意度在 79个参加测试的国家和地区当中排

名倒数第 7。

于是我们思考，难道仅仅是学生对目前的教育不满意吗？家长对我们教育满

意吗？社会对我们的教育满意吗？人民对教育满意吗？教育人其自身对教育工

作满意吗？如果人们对教育不满意，教育人就需要反思是不是做错了，如果做错

了就要赶紧改，但如果没有错，即便不满意，我们也要坚持。

怎么判断教育的对与错呢？我们要站在起点，看着终点，检查当今的教育是

否走了弯路。教育的终点是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的“为谁培养人”和“培养什

么人”。教育就是来料加工，教育的起点取决于家长给我们什么样的孩子。对于

不同类型的孩子，我们需要采取的教育方式方法、过程、途径策略都不一样。如

果家长给我们的是好孩子，我们就可以进行鼓励；而对于熊孩子，我们就要定规

矩；如果孩子时好有时坏，我们就需要奖惩兼施。教育人需要抢占教育先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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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的空间越大，给“恶”留的空间就越小，我们的教育就越成功。

有的家长们可能就会想，父母都是好人，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呢？实际上，

我们就需要思考人的本质，即人性是善还是恶。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站到圣人们的肩膀之上,了解先哲的对于人性的

看法。2600年前，古代南方有一个叫乔达摩·悉达多的王子，他在宫廷里过着

富裕的生活。可他看芸芸众生苦不堪言，于是他带领五个弟子四处云游，最后在

菩提树下修得正果，明白人性本是清静善良的，只是种种物欲作祟，使人的本性

遭受蒙蔽走向堕落。他说，再坏的人只要肯加强宗教道德修养，就可以放下屠刀，

立地成佛。全世界相信这个观点的人大概占到总人口的 1/10。

而西方的亚里斯多德认为人一出生便是贪性、惰性、任性的结合体。他分析

人变得贪婪、懒惰和任性的原因，并提出能够把一个人的坏和恶去掉的方法。亚

里士多德的观点深深影响了后人，比如耶稣。耶稣认为人类与生俱来就是以自我

为中心，如果放任不管，人类社会的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耶稣提出人人博爱的

观点，他冒着生命危险，带领十二弟子四处流浪，最终献出宝贵的生命。经过他

的传播，现在全世界相信该观点的人大概占到总人口的 1/3。

回到东方看看我们的祖先对于人性的看法。4600年前，炎黄时期仓颉造字，

当时的“育”字描绘的是一个女人正在痛苦地寄予生命，胎儿头冲下诞生，是个

“逆子”，后来这个字才逐渐发生变化成为如今的模样。东汉《说文解字》的作

者许慎认为这是“养子使作善”，即养育孩子，让他去做善事。人本性不善，但

可以让他变善。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出那时的人认为人性本恶。

但是这个观点 2300年之后被孟子彻底改变，他问遍了身边所有人两个问题：

其一，你看见一个小孩掉到井里，救还是不救？其二，你看见一个老人在你面前

倒下，扶还是不扶？那个时候他身边所有的人均给出肯定答案。于是他很感动，

回去写下这样一段话——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

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他把这四心分别叫做“仁义礼智”。孟子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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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四样东西不是由外界强加的，而是人类生来就有。他的观点两千多年来都被中

国统治者奉作治国之道，得到了广泛传播，甚至后人编教材时，开篇便写“人之

初性本善”。

但不是所有东方人都同意他的观点。墨子认为人生下来跟白丝一样，放到青

而发黑的缸里，拎出来就是青丝，把它放到黄缸里，拎出来就是黄丝，不同的环

境会使人发生不同的变化。荀子认为每个人生来“好声色”，因此要想办法把不

好的东西化解掉，这样的每个人都会变成好人。而董仲舒提出每个人生来都有好

的一面、坏的一面和不好不坏的一面。如果把好的留下，不好不坏的变好，坏的

去掉，每个人都遵循三纲五纪，国家就会“忠信而博爱，敦厚而好礼”，他的这

一套观念被汉朝皇帝看中，于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套治国理念被张骞出使

西域时带到国外。后来那地方也出了一个了不起的人物，叫穆罕默德，他认为每

一个人生下来都是天赋的理性和人民的欲求相合而成的，有天使和魔鬼两面，全

世界相信这个观点的人大概占到总人口的 1/4。如果各位老师爱阅读的话，您就

会发现过去太多人对人性做过思考，从柏拉图到卢梭，从霍布斯到亚当斯密，从

卡西尔到大卫休谟。如果你研究跟人相关专的学科，都必须回答人的本性是善还

是恶这个最基本的逻辑问题。

那么现实生活当中，人的性善与恶谁在占上风呢？回答这个问题首先要思考

这个世界是东方厉害还是西方厉害？结果发现西方厉害，为什么西方强调人性本

恶却能更胜一筹呢？

这要从西方文明的起源说起。西方文明以古希腊文明及其衍生的古罗马文明

为代表，他们分别起源于巴尔干半岛和亚平宁半岛，那里崎岖狭长，资源有限，

只能通过战争抢夺物资。他们翻过了阿尔卑斯山，把整个欧洲收入囊中却仍不满

足，于是跨过地中海，消灭古埃及文明，把整个非洲变成殖民地。接下来往西是

强大的波斯帝国，于是开启希波战争。之后他们没有班师还朝，大军接着往东打，

把古印度文明也给灭了。若没有帕米尔高原阻挡，他们就会到打到中国来了。后

来马可波罗写了一本游记，西方才知道东方美女如云，黄金遍地，非常向往。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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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间有强大的奥斯曼帝国挡着，于是有了新航路开发，最终达伽马航海、麦哲

伦航海、哥伦布航海发现了新大陆。然而新大陆上原本有印第安人，于是他们开

始屠杀印第安人，直至如今还将印第安人关在所谓的特定区域里。接下来，他们

在航海中来到大洋洲，发现该地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可是仍有土著人。于是他

们把本国监狱的犯人整船运过去，抢占地盘，把当地土著赶到太平洋诸岛，建立

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再之后英法联军、八国联军先后两次船坚炮利轰开了中国

大门，把中国瓜分为他们的势力范围，使得中国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综

上所述，西方文明史就是一部血腥的扩张史。

中国有个邻居叫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后，日本开始学习西方工业化发展模式。

可日本是个岛国，资源有限，于是他们效仿西方，通过战争兼并朝鲜，强占中国

东北，之后还要把华北乃至全中国变成所谓的共融圈。请大家记住这些战争中的

伤亡数字，这是西方文明给东方古国带来的深重的灾难。

西方文明总是不择手段地把个人利益最大化，把本民族利益最大化，把本人

种的利益最大化，使得人类社会又陷入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中，这不是进步，这

是倒退。

于是有识之士，就开始反思——世界上有没有哪个国家，哪种文明不通过殖

民、征服和掠夺的方式就能生存。

21世纪人类把目光都往东方看，发现华夏文明强调仁爱，立足扬善，且自

成一套华夏文明体系。东方文明具有独特的道德观——他们将人与人之间的长久

相处的方法称为人道；将家庭、民族、国家时代相处的方法称作世道；将人与自

然的和谐相处之道称为天道。

五千年的华夏文明就是一部道德文章，这个文明在汉朝时自成体系，而到唐

朝时，儒释道三教合一，进而焕发强大的生命力。儒家文化强调修身，一个人只

有修身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道教强调修德，包括修志德、敏德和孝德；佛家文

化强调修心，净生慧，安生序，平生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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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文明强调德治主张、民本思想、正义追求、道德操守，还包括用人标准、

改革精神、外交之道、和平理念、平等观念等，厚重的历史与丰富的文化最终积

淀出了不起的中国精神。

华夏文化的核心是礼教，连西方法治之父孟德斯鸠对礼教推崇备至。如何才

能做到“礼”呢？其一是“克己”，克制住自己个人内心的欲望；其二是“内省”，

要反思自己的行为是否有不妥之处。克己内省的思想对中华民族影响非常大，比

方说我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老师，必须要严格要求自己，否则这个有百余年历史

的名校就有可能因我毁了名声，多少代人的努力付之东流。这样的文化赋予我们

一种使命感和责任感，让我们能够管好自己。

为什么东方文化会是这样呢？

这要从东方文明文化起源说起。华夏文明是中原的黄河文明、南方的长江文

明以及北方的游牧文明杂糅而成。目前考古研究表明华夏文明最早起源在半坡，

也就是现在的西安一带。那里土地肥沃，四季分明，物产丰富。充足的食物来源

为安定闲适的生活提供了基础，于是人们坐而论道，追求精神升华。

再看北方的游牧民族，每当干旱时期，牧草稀少，牲口便会饿死，于是他们

就会不断往南入侵，中国的文化中心也因此不断南移。由此看来，华夏文明是一

部屈辱的抗争史，但是再落后的民族，最终统治这个国家时都会发现农耕民族的

文化比游牧民族的文化更先进，因此最后都是农耕文化占主流，文化的根一直没

有消失。

但是到了近代、现代和当代，我们运气就没那么好了，因为此时的劫难是工

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冲击与碾压。

第一次劫难是鸦片战争。这场战争中我们输得很惨，不得不开放通商口岸。

在对战争的反思过程中，人们发现坐庄的是落后的游牧民族，那么把他们推翻就

可以了。于是有了公车上书、戊戌维新和废科举。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人才

上升的通道被切断了。一个人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过去可以通过读书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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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现在这种方式消失了，便只剩下造反了。之后便有了 1911年的辛亥革命，革

命成功以后，建立了民国。第一任民国教育部部长说以后不要再读四书五经，那

些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我们只开语文课、数学课、物理课、化学课、生物课、

历史课、地理课、外语课，而教材的更新又引发了白话文运动。现在即便是毕业

于中文系的人都很难在没有注解的情况下读懂四书五经，这就是去中国化。

第二次劫难是日本的侵华战争，日本强势入侵中国，中国人民所奋起反抗，

在民族存亡之际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筑起了国家的长城。

第三次就是国际反华势力的和平演变。新中国选择了一条和西方主流国家不

一样的道路，西方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阵营的强大，于是组团对我们进行围剿。

东西方的竞争日趋激烈，而国家间的竞争主要是人才竞争，人才要靠教育来培养，

所以我们的教育承担着前所未有的国际竞争压力。

以上三次劫难都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碰撞的根本是善和恶的较量。尤其是最近

几十年社会转型，旧的社会控制被彻底打破，新的道德规范还没有完全建立，人

性中的贪性、惰性、任性甚嚣尘上。传统价值观念被冲击，被商品化原则、利益

驱动原则、竞争意愿的和市场经济的原则摧毁得体无完肤，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

了前所未有的危机：第一点是我国特定离婚率增长；第二点是留守儿童与流动儿

童，父母把孩子扔到老家，自己外出打工，一个月甚至一年才见一面，亲子关系

淡漠；第三点是我国的人口资源，我国的人口几乎接近负增长；第四点是我国的

犯罪率状况。

2015年春节讲话时，习近平同志用了一半的时间来谈家庭问题。他说不论

时代发生多大变化，不论生活格局发生多大变化，只有每一个家庭幸福，这个社

会才会和谐安康。因为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当每一个细胞发生变化，整个社会组

织就会变异。而变异的社会又会反作用于每一个家庭，形成恶性循环。

如果让我对如今中国的人性现状进行判断，我给出的答案会是“失控”，因

为善日益在消亡，恶无限地在蔓延。社会上的善意被不断扼杀，试想如今还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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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人愿意去慷慨地帮助陌生人呢。同时人性的恶也愈加暴露，上至不忠不孝，下

至吃喝嫖赌、坑蒙拐骗。

人性的善恶争战一定程度上关系到文明兴亡。在中国的土地上，过去几千年

一直都是邪不压正，但是极有可能在我们这一代人手里，就变成了邪能胜正。这

是人文精神和道德的倒退，比物质的倒退更可怕，因为华夏文明极有可能就因此

断送在我们这代人手中。

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到领导四万

万日中国人民进行不屈的抗战；从让中国人民站起来，到振兴中华、实现中华民

族的伟大复兴，再到实现伟大的中国梦。一代代领导人不甘愿臣服，努力让中华

文化，让华夏文明传承下去。

华夏文明为什么延续几千年，我们要找到根，浇水施肥使之生生不息。举个

例子，过去我们一直强调精神追求，我们的精神是什么？是屈原宁死也不愿意看

着国破，是李白“安能使我摧眉折腰事权贵”，是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是

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是谭嗣同“去留肝胆两昆仑”，是朱自清饿死也不

吃救济粮，是刘胡兰面对鲜血和铡刀毫不畏惧。

“国有四维，礼义廉耻。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礼义廉耻是国家文化发展

中最重要的四个方面。礼义廉耻是不是人与生俱来的呢？如果不是，人又如何能

做到礼义廉耻呢？我们从事教育几十年，是否有教育过学生礼义廉耻？如果大部

分老师只教学生考试升学，长此以往学生的思想只会退化。

大厦将倾之际教育有没有责任？你我应该怎么办？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强则

国强。只要教育工作者心中有光明，这个国家就不会黑暗，这个民族就会有希望。

我凭良心尽自己最大的努力，能改变一个是一个，能改造一群是一群。我们全国

有 1000 多万教师，所以教育工作者要有担当，用我们的知识，用我们的能力

和信仰来谱写教育篇章，来传播中国梦。

今天我们步入了中国梦的时代，伟大的中国梦是由每个人的小的梦想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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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每个人的小梦想都实现了，伟大的中国梦也就实现了。这个梦想是国家富强、

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社会和谐、政治精明、公平正义、生态良好，文明文化，

这个梦想不仅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且涵盖了政治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

文明。在座的各位老师，作为教育工作，我们需要把五个文明的思想带进学校、

带进课堂，我们要有担当，要努力成为这个民族发展的脊梁。所以教育的当务之

急，就是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己任，增强做中国人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最后我们来了解一下国家对人性的定位和我们教育的应用。

十八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十九大又提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所以我们要把依法治国放在几千年的中国政治长河中、放在

中国传统的法律文化背景中、尤其是要放在新中国这几代领导人的治国方略当中

去看。这个时候我们会理解十八大提出了八项规定、十九大提出扫黑除恶的原因，

那便是抑恶。直到 2020年民法典，我们才能真正做到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

正司法、全民守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建设与社会主义法治国

家的建设要求教育必须随之发展。所以现在的思想品德课都改成了“道法”，这

就是为了让学生明白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领导我们做这一整套伟大事业的核心力量是谁呢？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

党的最高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中国共产党有 9500万党员，并且有共青

团和少先队作为后备力量。所以教育要做的就是给他们撑腰，教育也必须扬善。

新时期教育要双肩挑，既要捍卫善、弘扬善，也要防范恶、限制恶、抵制恶，由

此可知新时期教育的逻辑起点相较过去的发生了变化。

那么具体该怎么做呢？教育可以教孩子辨善恶、知对错、明荣辱、懂礼仪、

守廉耻；教育可以通过约定俗成、规则规范、纪律法规去限制人性中的恶；教育

可以通过人文关怀、精神传递、德育养成来弘扬人性中的善。为什么不说消灭恶

呢，因为灭不掉。恶是每个人骨髓制的烙印，是每个人血液里流淌的基因。当年

王阳明先生说“无善无恶心之体”，人心本无善恶；“有善有恶意之动”，可是

一旦有了意念，便有了善恶之分；“知善知恶是良心，为善去恶是格物”，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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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教育的第一步，因此教育就是教孩子为善去恶。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要把为善去恶放在学校教育的特定社会背景当中，放

在知识信息化、社会智能化和学习终身化的背景当中。这样我们才能找到如今学

校教育的定位，引导学生去做人。知识技能等内容可以通过网络可学习，而在有

限的面对面时间里，老师要传递给孩子的是更重要的道德、情感、态度和价值观。

我们今天讲不忘初心，教育的初心是什么？是养子使作善；我们今天讲牢记

使命，教育的使命是什么？是延续华夏文明、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

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北京师范大学的校训是“学为人师，行为世范”，就是要学着去做人师，成

为教人做人的老师。习近平总书记在考查清华大学时说教师要成为大先生，做学

生为学、为事、为人的示范。

《大学》开篇便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你过去读的是“在亲民，在止

于至善”，我今天想跟你讲的是“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要亲近自己的亲人，

要心中有人民，然后止于至善。一百多年前，梁启超先生说，教育就是教人学做

人，学做现代的人。正如邓小平同志倡导教育要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

化。一千多年前，韩愈先生告诉我们，老师的首要任务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

后是解惑。道在哪里？他说“文以载道，文道合一”，无论是你教哪个学科、讲

哪一节课，都应该把它进行思想性、科学性、文化性统一，这样才能真正做到“以

文化人，文而化之”。

十八大报告强调要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十九大报告再一次重申，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所以大家看到国家关于教育改革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

见以及关于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中都把立德树人放在了最重要的位置。

我们今天遇到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些方面我们现在还没有达到世界第一，

中美竞争的战略底色短时间内不会变，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短时间之内也不会变，

部分技术瓶颈还没有被突破，核心技术也没有完全掌握。这就需要所有教师将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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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笃学的种子，扎根到每个孩子的脑海中，让他们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本次讲座是将人性善恶和文明兴亡进行双向推导，以找寻中华民族复兴之道，

寻找教育在中国梦、在依法治国、在国家治理的时代背景中的定位，但愿我的讲

座能对各位教育工作者有所帮助。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阅读一些我推荐的书目。

如果不爱看书，我给你推荐一部德国电影——我们的父辈。电影里有句话说“战

争会把人们最坏的一面带出来”，那就是人性的恶。更多内容请关注钱志亮工作

室微信公众号和抖音号，希望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世界。感谢明德云给我这个机

会，感谢各位进行的倾听，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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