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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思想是一份值得挖掘的历史

遗产，蕴含着丰富的西方传统道德思想和文化。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批判继承

的原则，探讨了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理论基础、目标、内容和

方法，意在寻求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规律，挖掘其现实价值，

为做好我国新时期思想道德教育提供借鉴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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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

                    思想道德教育的分析与思考

西欧国家在思想道德教育方面可以

说是传统丰厚。西欧思想道德教育上溯其

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公元前 8世纪-前 4

世纪远古时期的希腊。史料表明，在当时

形成的许多奴隶制城邦国家内，奴隶主阶

级都以自己的方式开展着思想道德教育。

古罗马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主要以吸取

古希腊的经验为主，同时也根据自己的国

情做出一些重要调整、修改和补充。中古

时期，基督教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居于独尊

地位，教会成为整个社会的精神支柱，而

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教育，也是在宗教教

育的名目下进行的。

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的思想道德教

育都是剥削统治阶级的思想道德教育，

但是，这一时期的思想道德教育理论中

也包含了一些合理思想的萌芽，如远古

时期的教育家大都肯定教育在道德形成

中的作用，并对知识与道德的关系、德育

的依据等基本德育理论问题做了一定的

论证和探讨，为德育理论的以后发展提

供了有益的启示，对后来世界各国的思

想道德教育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产生了重

大影响。正如恩格斯所说：“没有古希腊

文化和罗马帝国所奠定的基础，也就没

有现代的欧洲。”[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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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道德教育重要性认识的启示

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无论是在理

论上还是在实践上，统治阶级都注重道德

教育在教育中的首要地位。例如，苏格拉

底就提出了“智德统一”理论，认为人之为

善为恶，不是决定于人的本性，而是决定

于人的知识。人有了知识，才会有道德。因

此，苏格拉底把培养人的美德作为教育的

首要目的，并提出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使人

们自觉地用理智认识永恒不变的美德，并

且提倡，“不论老少，都不要只想着你们的

人身或财产，而首先注意到的心灵最大程

度的改善。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

这是最重要的事情”[2]。

在古罗马发展的三个时期，无论是

王政时期、共和时期还是帝国时期，都十

分重视道德教育、思想教育。古罗马时期

的教育家昆体良深刻论述了雄辩家的道

德品质问题，坚持把崇高的道德培养放在

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认为德行比才能更

重要。在他看来，一个有能力而无道德的

人较之没有能力的人对社会的危害更大，

“因为，如果以演说的才能去支持罪恶，那

么无论从私人的还是公共的角度看，没有

什么东西比雄辩家更有害的了，而我自己

竭尽全力帮助培养雄辩家的才干，就应当

受到他人的谴责。因为我不是给战士提供

武器，而是给强盗提供武器”[3]。

中古时期，思想家们之所以十分重视

道德教育，是因为他们认为进行道德教育

是实现神性的重要途径。他们认为，通过

道德教育，可以使人培养成一种为善的倾

向，趋善避恶，才能使人真正成为具有良

好品行的人和善良的人，即虔诚的基督教

徒。他们认为，虽然人身上存在着一种倾

向为善的自然习性，但这种习性并不“自

然”的使人做善事，成善人，这种为善的倾

向只有当受到后天的训练教育后，才能真

正成为现实的善良。因此，只有通过系统

的道德教育，个人才能真正成为具有良好

品行和善良的人。

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德行为首的思

想有助于我们进一步充分认识德育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在学校教育中，我们不仅

要重视科学文化知识的传授，更要注重学

生思想道德素质的提高。坚持德育为首，

智育为主，育人为本的原则，真正把教会

学生如何做人放在学校工作首位，促进学

生综合素质的全面提高。在现代化建设

中，思想道德建设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

设的核心内容，它决定精神文明建设的性

质和方向，它要解决的是整个民族的精神

支柱和精神动力问题。而道德建设离不开

道德教育，否则就会在社会生活的许多领

域出现道德失范的现象。

二、对 “四有”新人培养目标

坚持的启示

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的思想家们在

论述思想道德教育的培养目标问题上，都

注重培养人的美德，发展人的理性。即使

是基督教思想家们也依据 《圣经》 ，要求培

养人们的宽容、谦虚、热爱真理、正义、爱

人、严谨、服从等品质。这些“美德”“理性”

对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分析与思考



196

社会科学论坛 2010/4 学界观察

虽然是为剥削统治阶级服务的，但是除去

其阶级成分，其中所包含的一些内容还是

有其合理性的一面，经过修改、分析、批判

和改造，也可以成为现代的美德。

苏格拉底的“美德即知识”，虽然他

把知识与道德完全等同起来是不对的，但

认为美德不能没有知识，这是有一定道理

的。同时，他注重发展人的智慧和道德品

质的培育，这一点也是值得肯定的。

亚里士多德在论述思想道德教育的

目的时指出，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特征就

在于人具有理性，人只有运用和发展其理

性，才能真正实现自我。同样，人的教育也

应当以充分发展人的理性为根本目的，旨

在达到这种目的的教育，才是自由人所应

接受的教育。

罗马时期著名的政治家、著作家塞涅

卡认为，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的美德，

而要实现这个目的，人就必须不断地追求

智慧，因此，他把发展人的智慧作为思想

道德教育的直接目的。

柏拉图在他的“哲学王”思想里，提出

这样一个哲学家应该是一个具有高超的

智慧，真实的知识和完美德行的人，这与

我们现在所确定的培养目标有一定相似

之处。

雅典的“和谐发展”的思想道德教育

思想，认为一个最好的公民应该是道德、

智慧、健康、美诸品质全都集于一身的人。

这种“全面发展”，已经是包含了德、智、体

等方面的“全面发展”。当然，它还不具有后

来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意义上的“全面发

展”的全部含义，但这种主张对于我们坚持

“四有”新人的培养目标也是有帮助的。

三、对思想道德教育体系

进一步完善的启示

西欧远古与中古时期，虽然思想道德

教育刚刚起步，还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

但是统治阶级在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一些

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方法和途径。特别是

西欧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体系发展的

比较充分，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理论基础上，中古时期，思

想道德教育最为根本的特征就是具有浓

厚的宗教神学色彩。恩格斯在论述中世

纪意识形态时写道：“政治和法律都掌握

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学科一样，成

为神学的分支，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

原则来处理⋯⋯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

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

控制之下。”[4] 神学思想的理论基础决定

了西欧中古时期思想道德教育的目的就

是培养人们对上帝的情感和信仰。经院主

义教育思想家认为，中古时期一切教育的

根本目的是与基督教关于人生目的的教

义直接相联系的，爱上帝是所有经院主义

教育思想所主张的人生根本目的。

第二，在教育手段上，中古时期的统

治者们找到了基督教这个思想道德教育

的载体和支柱。中古时期，任何道德教育

都没能像基督教那样树立一个占据人们

心灵、情感、信念和精神世界的人格神，它

是激励人们去实践“最高美德”强有力的

动力。他们利用讲道、读经、忏悔、圣餐、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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祷和制裁等宗教手段，把 《圣经》 的教义转

化为教徒和世人的道德信念，寓思想道德

教育于宗教教育中。这种渗透教育的方法

收到了良好的教育效果。西欧的封建统治

者就是这样利用人们对神的崇尚心理和

借用神的力量，来愚弄人们，管理社会生

活秩序。

第三，在教育内容上，中古时期的

神学家们把思想道德教育与基督教教义

统一起来，把思想道德教育神圣化。《圣

经》 根据创世说和原罪说，认为人必须终

生忍受苦难，借以赎罪，把一切伦理道德

的要求都纳入到人对上帝的关系中加以

解释，强调对上帝的热爱、信仰和顺从。思

想道德教育不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和人与

社会之间的思想矛盾，而是一切都要服从

上帝，一切问题都可以从上帝那里得到解

决，这就为受压迫者提供了一种精神上的

安慰，同时也赋予思想道德教育以强烈的

感召力，使人们接受思想道德教育成为一

种自觉的、内在的精神需求。

第四，在教育阵地上，中古时期有宣

传思想道德教育的固定场所——教堂，此

外还有各种教会学校，这些都成为了向学

生灌输宗教道德的阵地。教会学校里，教

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宣传 《圣经》 ，灌输基

督教教义，即使开设其他的一些世俗课程

如“七艺”，也是为进一步学习神学做准备

的。产生于 12 世纪的中世纪大学，虽然在

课堂上教授一些自然科学知识，但并没有

摆脱宗教的束缚，仍然以宗教理论灌输为

主。并且，这一时期经院哲学作为论证基

督教教义的真理性，维护教会权威的哲学

学说，在西欧的大学里盛行开来。教父著

作、经院哲学家的著作、各种祈祷书、赞美

诗等成为大学的基本教材。

西欧中古时期这种比较充分的思想

道德教育体系可以给新世纪我国的思想

道德教育体系建设以深刻的启示：首先，

我国的思想道德教育要牢牢坚持马克思

主义的理论基础地位不动摇，要认真学习

和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

小平理论以及“三个代表”思想中关于思

想道德教育的一系列重要论述。其次，思

想道德教育效果的取得是依赖于一定的

精神支柱的。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的今天，如何教导人们树立坚定的理想、

信念，并执著地去追求理想和目标，这是

思想道德教育理论需要深入研究的问题。

第三，我们的思想道德教育要善于抓住一

些适应人们心理和社会需要的载体。思想

道德教育要重视和加强对社会环境等各

种载体的研究，发扬积极因素的影响，抑

制消极因素的影响，营造一个良好的社会

氛围，引导人们的思想道德品质向健康向

上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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