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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古代哲学是华夏文明的瑰宝，在高等教育教学活动中，有着其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
教育者和当代大学生应该对中国古代哲学持有正确的态度，认识中国古代哲学，了解中国古代哲
学思想中的精髓，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引导，更好地为当代大学生塑造人格，培养道德观念，
树立正确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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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is an invaluable treasur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and serves a crucial role in 
higher education teaching. As educators and modern college students, it is essential for us to adopt a proper 
attitude towards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y, strive to grasp its principles, and comprehend the essence of its 
philosophical thoughts. By incorporating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ical teachings as our guiding principles, we 
can shape our personalities, cultivate moral concepts, and establish a correct worldview, outlook on life, and set of 
values for ourselves as contemporary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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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国古代先贤们围绕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

人之间的相互关系不断进行探讨和研究，提出了丰富

的思想和理念。这些思想和理念经过不断发展，最终

形成了中国古代哲学。纵观中华民族几千的历史，中

国古代哲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中一直起到了潜移默化

的作用，在中华民族心中形成了深厚的思想沉淀。中

国古代哲学中包含的许多思想，对中华民族的文化发

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所以，对于中国古代哲学，我们应该保持重视的

态度，深层次地理解中国古代哲学蕴含的思想，在高

等教育教学中充分运用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精华

部分，在大学生的培养中去塑造他们完善的人格，培

养他们的道德观念，教会他们如何为人处世。 

2 认识中国古代哲学 
认识中国古代哲学，了解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

内容和特征，是研究中国古代哲学在高等教育教学

中的作用的基本前提。 

2.1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内容 

中国古代哲学的形成历史悠久，其起源于距今

3000多年前的商周时期，并逐渐在春秋末期成形，一

直到战国时代，孔墨显学，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出现了

百家争鸣的繁荣局面。 
我国著名的哲学家任继愈先生在《中国哲学史简

编》中提到：“中国哲学思想萌芽于商周时期”，拥有

悠久的历史，产生了许多先进的唯物主义、辩证法和

无神论思想，这也“有待于我们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去批判地加以总结”[1]。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有极为丰富的内涵和卓绝的

智慧。儒家思想强调的是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追

求的是社会和谐与稳定；道家思想主张的是追求自然

状态下的无为而治，以达到身心合一、自由自在的境

界；墨家思想强调的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和协作；法

家思想主张的以法治国，强调法律的权威性和效力。

这些哲学思想共同组成了中国古代哲学观念，这些思

想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引领着中国哲学的不断发

展。也为世界哲学思想的发展贡献了重要的力量。 
在《道德经》中，老子说道：“有物混成，先天

地生。寄兮寥兮，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可以为

天地母。吾不知其名，强字之曰：道，强为之名曰：

大”，我们可以从这段话总发现古人对于世界运行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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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的思考；在《论语》中，孔子感叹道：“逝者如斯

夫，不舍昼夜”，我们可以看到古人对于事物不断变

化的过程的认识。这些思想当中都包含着古人朴素的

唯物主义思想观。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思想观念，是古

人通观研究宇宙万物的运行、发展规律，并通过这些

规律去指导人们的日常生活以及个人修养。“群经之

首，大道之源”的《周易》中有言，曰：“天行健，

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在《

论语》中，孔子自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

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

而从心所欲，不踰矩”。这些思想观点体现了中国古

代哲学的价值观体系，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几千年来的

哲学思想的发展，到现在，这些思想对于构建社会主

义和谐社会依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2 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特征 
2.2.1 对人生的探讨 

古代的先贤从人们的日常生活出发，通过实践来

研究各种思想问题，因此，古代哲学思想更多的注重

于开展对人生的研究。比如，在儒家哲学的思想中，

其阐述的心、性、情、意等，都是围绕着人生、人性

展开一定的论述，并提出一系列的观点；在道家哲学

的思想总，其所关注往往是一种人生的境界，这种人

生的境界往往以“逍遥、洒脱”为中心，向往着人与

自然的和谐统一[2]。几千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古代哲

学家通过对人生的审视和总结，逐渐形成了独一无二

的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 
2.2.2 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中国古代哲学除了形成了较高的理论系统，同时

也不断在这些理论体系中进行实践。正如王阳明提出

的“知行合一”理论，古代哲学家充分认识到事物中

蕴含的道理、规律与如何运用这道理、规律是相辅相

成的。通过认识这些道理和规律，再去指导人们的实

际行动，而通过人们的实际行动，反过来论证道理和

规律，这就是理论和实践的相互结合。孟子有云：“

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也 ”，说的也是遵循一

定的理论知识，来不断加深自己的造诣，是典型的理

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思想。 
2.2.3 注重道德培养 

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一直围绕着人的自身，通过

不断探讨“人性”，构筑起一套全面的道德体系，并

用于规范人们的思想言行。儒家思想中的“仁义礼智

信”、道家思想中的“慈爱、节俭和谦和”等都是围

绕着道德进行阐述，也通过这些“道德”的理念维系

了封建社会的秩序[3]。通过“道德”的理念去提高人

们思想修为，可以使得个人与社会整体达到一种良性

的互动。 
2.2.4 提倡和谐统一 

“天人合一”是我们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其真正

的根源与出处，便是源至于《易经》，其核心思想是

将人与自然看作是一个互相作用的和谐整体，这种思

想被历代先贤们所继承和发展，产生了运用整体的思

维方式去研究问题的方式。比如《孟子·公孙丑下》

中的“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这句话所代表

的含义就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注重人与自然之间、

人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的典型代表；《道德经·二十

五章》中的“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阐述了人到自然的整个过程就是一个完整的和谐过

程。纵观中国古代哲学的思想流派，都在不予余力地

通过各种方式阐述一种和谐统一的境界。 

3 中国古代哲学在高等教育教学中的

作用 
中国古代哲学流传至今，不断发展与变化，已经

和中华文化牢不可分，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体现，

其中蕴含着丰富的思想内容，在华夏几千年的历史长

河中始终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在中华民族的发展

中积累了浓厚的精神财富。 
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世界在融合，在这个

知识大爆炸的信息化时代，人们的认识不断受到外来

的冲击，思想观念不断地产生着变化。特别是当代大

学生，与国际接轨的途径越来越多，随着西方一些消

极的、错误的思想理念的传播，对当代大学生的思想

也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在精神文明、公民意识、社会

道德、责任感等方面出现了一定缺失。因此，在高等

教育教学中，中国古代哲学的作用将尤为重要。通过

认识中国古代哲学，深入了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中的

精髓，以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为引导，当代大学生可以

更好地塑造人格、培养道德观念、树立正确世界观、

人生观和价值观[4]。 

3.1 促进完善人格的塑造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十分重视个人的修养，在《论

语》中，有着大量的关于崇德向善，志存高远，慎思

笃行的经典论述，因为在儒家学说中，一个完善的人

格，需要不断充实和完备个人的学习和涵养，这样才

能形成高尚的个人品格。《孟子·滕文公下》中的“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体现了儒

家思想中要求人们坚守节操，不能因为追逐名利而对

自身的品格造成损害；《庄子·内篇·应帝王》中的

“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

而不伤”，这句话充分阐明了如果一个人具有高尚的

品格，一定不会受到外在虚妄的名声的影响，经得起

各种考验。所以，对于当代大学生来说，自身修养的

提高，人格的完善，理想信念的树立，首先一定要做

到脚踏实地，做好自身的建设，认真学好知识，努力

成为“德”“行”兼备，“体”“美”全面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

也是在当前社会大环境下所需要提倡的重要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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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意义。 

3.2 加强道德品质的培养 
儒家思想中，“仁”可以描述为仁爱和慈善，是

对道德价值的衡量，可以理解为德性；“礼”则是基

于“仁”的一种行为规范，是一种秩序，可以理解为

德行。“仁”与“礼”要求个人在追求自身利益的同

时还要兼顾到集体的利益，考虑旁人的处境，即“德

性”与“德行”相结合，又即“个人”与“集体”相

作用，形成一种和谐人际与社会关系。这种人际和社

会关系就是道德的体现。随着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在一些当代大学生身上出现了道德实践与道德认知

相脱节的现象：如学术造假、生活散漫、攀比跟风、

诚信缺失以及出现一些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对学校

的学术氛围、校园环境甚至社会风气产生严重的消极

影响。因此，注重道德教育，以仁爱之心推己及人，

以礼乐制度修身养性，深入挖掘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

道德修养的思想，在高等教育教学中推行中华民族的

优良道德传统，树立当代大学生新时代和谐观念，使

其真正达到“言行一致”。 

3.3 提升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能力 
中国古代哲学中一直提倡“知行合一”。比如，

在《儒效》中，荀子道：“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

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

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

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这段话很好地

见识了认识和实践的统一关系，提出了了“知”（认

知）指导“行”（实践），“行”（实践）高于“知”（

认知）的“知行相须,行可兼知”知行统一观念[5]。当

代大学生对于认知和实践的关系，以及如何检验其功

能，存在着一定的偏差，有的人注重自身的实践，认

为认知（理论知识）的学习可有可无，有的人只专注

于理论知识的学习，一旦涉及到实践领域，反而畏手

畏脚。当代大学生通过认识中国古代哲学中关于实事

求是的思想，能够更好尊重客观规律，从实际出发，

认识到“知”与“行”，即实践和理论的相互作用关

系，让实践检验理论，让理论促进实践，不断实现个

体学习与社会实践的有机结合，学以致用，促进经济

社会的全面发展。 

3.4 推动传统文化的传承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五千年的岁月诞生了数不尽

的文化瑰宝，中国古代哲学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是

中国传统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可以说中国传统文

化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础，而同时中国古代哲学又对

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例如，《易经》起源

于中国早期社会的先民对自然万物的敬畏而产生的

对神的崇拜，而这种神的崇拜属于人类文明和文化发

展史的一个阶段。后经先贤们的不断总结和发展，《

易经》又成为了融合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为一体的

哲学著作。中国传统文化包罗万象，但其精神内涵却

不外乎包含“人文”、“自然”、“阴阳”以及“融会贯

通”四个方面，这四个精神内涵也一直影响着中国古

代哲学各个发展阶段，从先秦子学，到两汉经学，到

魏晋玄学，到隋唐佛学，到宋明理学，到乾嘉朴学，

均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同时中国古代哲

学也不断充实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涵。当代大学

生通过学习中国古代哲学，能够更好地领悟中国传统

文化的核心内容，培养积极的文化价值观，增强自身

的文 化内涵，丰富内在的精神生活，在践行文化价

值观的过程中将中华优秀的传统文化传承下来并发

扬光大。 

4 结论 

当代大学生是推动民族和国家发展最重要的后

备军，而高等教育是培养这些后备军的重要的一环。

在开展高等教育教学的活动中，提炼出中国古代哲学

思想的精髓，以构筑当代大学生的思想观念体系，帮

助他们实现“德”“智”相兼，“行”“美”相成，不

断提高道德修养和文化素养，培养出符合新时代发展

要求的生力军和接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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