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 年 6月第 3期（总第 42期）

收稿日期：2021-01-02
作者简介：雷长稳（1996），男，陕西安康人，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此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矛盾研究”（18BKS183）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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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模式为例

雷长稳
（安徽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安徽 芜湖 241002）

摘 要：从广义上而言，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就是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其把儒家思想与新
加坡的社会现实问题有机结合，指涉对象分为个人、社会和国家，围绕这三个对象所设计的教
育内容为个人品德塑造教育、集体意识培养教育和国家民族认同教育。特点是政府与社会同向
而行、以东方价值观为核心、教育方法操作性强。借鉴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的有益经验，加快传
统文化教育向现代转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为主体，创新教育方法，注重实践体验，让优秀传
统文化真正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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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应该挖掘和

弘扬的不竭资源， 是解决当前思想政治教育问题的

理论宝库， 把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是其

发展的必然要求， 也是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路

径。 新加坡在弘扬儒家传统文化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就，我国应借鉴新加坡的有益经验，努力把优秀传统

文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中。

一、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

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内容的指涉对象主要分为

个人、集体和国家三个层级，围绕这三个层级设计的

教育内容根植于个人、集体和国家三个层级关系。

1.个人品德塑造教育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叶， 新加坡使用《儒家伦

理》 课本， 该课本主要以儒家伦理价值观教育为核

心，其分为“中三、中四两册，系统向学生讲述儒家学

说的有关做人的道理， 并把儒家的思想与新加坡的

社会现实问题有机结合起来， 引导青少年做一个品

德高尚的君子。 ”[1]例如，中三的教材内容以培养学

生个人品德修养为主，向学生介绍五伦、修身、生活

和儒家的主要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等。 中四的

教材内容相比于中三在更深层次上介绍了仁、 义、

理、智、信、勇、中庸、内圣外王等理念的含义。儒家思

想以“仁”为核心，劝诫民众推己及人，将仁的理念作

为自己修身的重要原则。 儒家伦理教育之所以强调

个人品德修养， 一方面是新加坡政府已经意识到社

会上弥漫着享乐主义、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不良社

会思潮；另一方面，新加坡的人口结构和历史文化传

统有着深厚的儒家文化血脉， 儒家伦理文化本身也

蕴含着丰富的个人品德修养方面的精神价值。 新加

坡政府把提升个人品德修养作为逻辑起点， 结合集

体意识培养和国家民族认同教育， 形成个体和团体

以及群体的融合。

2.集体意识培养教育

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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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人总是生活在一定的社

会关系之中，包括经济关系、政治关系、宗教关系等，

这些不同的社会关系影响着人的实现和发展。 从这

一观点来看，人并不是一个原子式的孤立个体，而是

一个“集合体”，也即人为了生活与生存必须和其他

人打交道，必须学会与他人和与集体相处，从这一点

来看集体意识的培养就显得尤为重要。

新加坡人非常重视家庭教育， 将儒家家国统一

思想融入家庭教育之中，以“仁爱观、孝悌观、正义

观”[2]为儒家家庭伦理教育的主要内容，以培养孩子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最高目标，力图把孩子

培养成德才兼备的人。在仁爱观教育方面，家长主要

培养孩子学会爱父母、爱长辈、爱亲人、爱同学、爱老

师等；在孝悌观教育方面，家长主要培养孩子爱的情

感，让孩子学会表达自己、自理自立、学会照顾家里

的老人、承担家庭义务等；在正义观教育方面，父母

以“无规矩不成方圆”作为教育子女的重要准则。 在

日常生活中，父母会和孩子一起玩游戏，事先向孩子

讲清游戏规则， 并规定如果谁有违规行为就会受到

一定的惩罚。假如父母自己违背了游戏规则，父母不

会找各种理由来推脱不接受惩罚， 而是积极主动地

接受惩罚，以此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平等意识和主

动承担行为后果的责任意识。

团队精神教育是新加坡集体意识教育的又一重

要内容。团队精神在不同领域有不同的表现，例如在

家庭里表现为家庭成员之间的互敬互爱， 父母为了

孩子努力在外打拼， 孩子能够体谅父母的辛苦努力

学习；在企业里表现为“儒家企业精神”，工人勤奋工

作、遵守规章制度，管理人员勤俭节约、严于律己；在

社会生活中表现为社会成员合作友爱与勤勉进取意识。

3.国家民族认同教育

新加坡是一个多元社会，即多元种族、多元文化

和多元宗教， 这种多元社会的现实状况让地理意义

上的新加坡和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新加坡产生了背

离，因此新加坡政府自 1965 年成立时就面临整合多

元社会、形成民族国家认同的历史使命。新加坡政府

凭借华人人口占绝大多数的优势提倡儒家伦理道德

和价值观教育，从第一次“儒学运动”到“新加坡模

式”的形成见证了儒家伦理教育在新加坡的成功“飞

跃”。“第一次儒学运动有强烈的文化认同和中国意

识，注重把儒学宗教化。第二次儒学运动则超越了文

化与教育的层面， 侧重为其国家政治统治寻求理论

的支持。”[3]新加坡在吸收儒家伦理文化合理内核后，

将儒家伦理融入现代社会，提出“八德”和“共同价值

观”教育。“八德”即新加坡人应该遵守的八种美德，

它们分别是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倡导八德

的基础上，新加坡又提出“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

为根、社会为本，社会关怀、尊重个人，协商共识、避

免冲突，种族和谐、宗教宽容”的五大价值观，切实将

儒家伦理思想上升为“国家意识”。 通过对“八德”和

五大价值观的宣传教育， 新加坡渐渐从一个地理意

义上的新加坡变为一个真正民族国家意义上的新加

坡，新加坡人的道德意识和社会凝聚力逐渐提升。

二、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的突出特点

儒家伦理教育是新加坡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

是新加坡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传播和发展的重要途

径， 如何让产生于农业文明时代的儒家文化适应工

业文明时代的工业文化，新加坡给出了自己的“处方”。

1.朝野同倡，政府与社会同向而行

面对青年西方化、 个人主义和以自我为中心的

价值认同倾向， 新加坡政府和社会民众意识到了这

种西方个人主义价值观带来的危害， 于是他们自然

而然地想到了弘扬与恢复儒家价值观的重要性，以

此形成了朝野同倡儒学的新局面。 1982 年，新加坡

教育部宣布增设“儒家思想”科目，经过数年的宣传

和研究于 1984年 1月刊出三年级课本《儒家伦理》，

1985 年正式出版中学三年级和中学四年级《儒家伦

理》课本。 在此期间，新加坡政府官员积极会见华裔

儒家学者，讨论儒家伦理教育计划，邀请海外儒家学

者到新加坡讲学并讨论儒家伦理课程的设计步骤，

还成立新加坡“儒家思想理论委员会”，启动儒家课

程“师资训练”等。 1991 年新加坡政府正式发表《公

共价值观白皮书》，将儒家思想融入国家意识。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 新加坡民间研究和传播

儒家思想文化的氛围十分浓厚， 先后成立了新加坡

东亚哲学研究所、新加坡儒学研究会、新加坡国立大

学“汉学研究中心”等儒学研究机构，举办了“儒家伦

理与工业东亚的现代化国际会议”“儒学发展的问题

及前景国际研讨会”“儒学与世界文明国际学术会

议”等国际性学术会议，此外像“亚洲研究会”“南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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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中华总商会”“新加坡宗亲会馆”[4]等社团也纷

纷成立。

2.东西兼顾，以东方价值为核心

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主要以儒家所倡导的价值

观为主要内容， 这是否就意味着其价值观教育就是

对儒家伦理价值观念的简单复制呢？答案是否定的。

新加坡强调在技术上学习西方， 在价值观上固守东

方， 正如已故新加坡领导人李光耀所言；“就东亚人

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人比较而言，在一定意义上说，

具有儒家价值观的东亚人甚至比崇尚个人至上的以

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人更能取得经济的成功”。 [5]李光

耀在这里肯定了儒家所提倡的节俭、勤奋、和谐、坚

毅、克己等价值观在经济建设中的积极作用，但与此

同时，李光耀也看到了在建设市场经济、民主政治、

法治社会的现代新加坡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尊重个人

价值观对新加坡产生的益处， 他倡导建设共同价值

观，将尊重个人和团结种族、社会、国家结合起来，并

且依靠法治来维护个人权利。因此“一方面新加坡具

有儒家传统文化，存在着集体主义、权威主义等有利

于国家意识保持和发展的政治稳定性； 另一方面有

学习西方发展经济的资本主义精神， 将西方文化的

积极成果与东方文明的优秀文化积淀恰到好处地结

合起来，取得举世瞩目的突破性成就。”[6]新加坡政府

建国后的德育始终强调保留和弘扬传统文化， 发扬

东方道德价值观念，坚持以“西方的科学技术+东方

的价值观念”指导国家建设和治理。

3.注重实践，教育方法具体可操作

具体可操作的教学方法是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

取得良好效果的必备“武器”。 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

注重教学方法的实践性， 即教学方法不是写在文摘

里的“宝典”，而是可以用来实践操作和可经验的工

具。大致看来，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的教学方法主要

有文化传递法、设身处地考虑法、价值澄清法等。 文

化传递法主要是将历史上积累下来的优秀价值观和

道德观念传递给学生。 教师采用叙事的方式向学生

讲述鲜活、生动、具体的事件，引导学生对这些事件

所蕴含的事理展开思考、讨论和辩驳，教师在学生们

讨论发言后进行总结和追问，让学生在师生交流、生

生交流和自我思考中深化对故事和生活的理解。 设

身处地考虑法就是让学生站在对方或他人的角度思

考问题，让学生学会换位思考、关心他人的感受、培

养学生的同情心和爱心。 价值澄清法是新加坡从美

国引进的教育方法，它原本分为三阶段、七步骤， 新

家坡教育界把它“本土化”为五大步骤：“（1）认清问

题，找出各种可能的选择；（2）衡量各种选择的利弊；

（3）考虑各种选择的后果然后做出选择；（4）珍惜并

愿意公开所做的选择；（5） 根据自己的选择采取行

动。”[7]价值澄清法强调学生的参与性和主体性，让学

生处在一种两难的道德模拟实践中， 通过理性考量

各种条件和问题、 倾听不同学生的观点和意见来为

两难问题找寻“最优解”。

除了学校儒家伦理教育外， 新加坡还有涵盖对

象更广泛的社会儒家伦理教育， 其方法同样具有鲜

明的实践性。 首先，新加坡推行“讲华语”运动。 这项

看似和儒家伦理教育并无“瓜葛”的运动事实上塑造

了一种民众可以经验的氛围， 在这种氛围中大家以

共同的语言打破了因沟通困难而产生的隔阂与障

碍，进而可以增进华族的群体认同。语言作为沟通与

交流的工具，只要有交流的需求必定有语言的参与，

它可以渗透在民众生活的各领域各时段， 让民众有

一种处于其中而不知但却已习惯它的存在的感觉。

其次，新加坡还推行了种族政策。“在这种‘强制混

合’的居住模式下，种族是否和谐、种族和谐有何意

义就不再只是远离民众生活的政治议题和理论探

讨，而是每一个民众日常生活中时刻体验到的’既成

事实’。 ”[8]第三，新加坡还推行“礼貌月”“崇尚节俭，

鼓励储蓄”“运用儒家伦理道德调节人际关系” 等社

会教育活动。

三、 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对我国将优秀传统文

化融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的启示

新加坡拥有和我国相似的儒家文化传统， 两国

的国情、世情和民情各有所异，也存在着相似的历史

境遇，面临着相似的社会问题，在不同境遇和相似问

题中借鉴经验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

1.以需要为导向加快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

面对经济发展后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社会问题，

新加坡寄希望于通过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来解决，尤

其是希望通过推行儒家伦理教育来改善青年一代的

思想道德面貌。出于对个人道德素养培养、社会健康

发展和国家政治治理的需要， 新加坡政府推行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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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儒家伦理教育措施， 虽说儒家伦理课程教育最

终以暂停而告终， 但儒家伦理教育仍然以其他教育

形式存在于新加坡的思想教育之中。 新加坡儒家伦

理教育“根据自己的国情，对东方文化作一番比较、

鉴别、分析、综合，然后决定取舍，即便对要吸取的东

西， 也要根据国情使东方文化传统价值观具有符合

现代新加坡需要的内容和表现形式。 ”[9]我国作为儒

家伦理文化的发源地， 作为唯一一个民族文化没有

中断的国家，为什么还要提出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原

因有很多，大致可归纳为两点；一是近代以来我国传

统文化发生过硬性“撕伤”；二是时代变迁让产生于

农业文明的部分传统文化已不在适用于工业文明的

需要。后者的需要是产生于我国传统文化之中的，与

其说拿传统文化的有益成分来适应现代化的工业文

明， 不如说是现代工业文明在与我国传统文化的碰

撞融合中过滤掉了传统文化中的“污渍”，重新融合

出新的现代文明。

问题导向是学术创新的着眼点， 同时也是解决

社会矛盾、 实现思想政治教育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的有力推手。 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

了转化，已经消除了绝对贫困人口，实现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的阶段性目标。 这就意味着我国人民的物

质生活水平已经得到了基本保障， 物质生活问题已

经得到有效解决，但我们面临着更加严峻的精神“富

裕”问题。 例如如何解决个人层面的“精神空虚”“生

活无意义”“焦虑”“浮躁”等精神性问题，如何解决社

会层面的“诚信缺失”“拜金主义”“道德滑坡”等伦理

道德问题。 现实社会已经大量暴露出需要用优秀传

统文化中蕴含的精神价值来涵养人们精神世界的需

要，换言之，当前我国已经存在发扬优秀传统文化的

社会基础。应以满足个人健康发展、社会有序运行和

国家治理有效开展等需要为导向， 把优秀传统文化

切实运用到解决现实问题中来。

2.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社会为主体建构浓厚

的文化氛围

“新加坡政府认为，道德教育等精神文明建设要

由政府发挥主导作用， 依靠政府的正确提倡和积极

引导，才能真正取得成效。 ”[11]我国拥有比新加坡更

强大的政治优势， 能够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集中

力量办大事，从这一方面来说，坚持以政府为主导建

构浓厚的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氛围具有坚

实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 政府的有力倡导和积极

引导起着“抛砖引玉”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是弘扬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领头羊”，要想使弘扬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工作真正“扎下根来”还应依靠人民群众

的力量。换言之，只有让人民群众在日常生活中切实

感受到传统文化的力量， 能够运用优秀传统文化解

决实际问题， 才能使其积极主动地弘扬优秀传统文

化。 浓厚的优秀传统文化氛围是影响和塑造人们思

想观念、行为活动的必要准备，当人们处在这种氛围

当中， 会不知不觉引发思想观念的触动和行为活动

的改变， 这种改变又反过来影响和塑造着人们的思

想和行为。

3.创新教育方法，注重实践体验

新加坡儒家伦理教育方法的创新是我们不得不

关注的一个重要方面。 新加坡在借鉴吸收了西方国

家道德认知发展法、价值澄清法，文化传递法等德育

方法的精髓后进行“本土化”改造，坚持以我为主、为

我所用。 这些方法为教育对象提供的不仅仅是知识

的灌输， 更多的是在体验式感悟中结合教育对象已

有的生活经验和新的教育情境引发教育对象“思维

假定”的变更。新加坡注重建构浓厚的儒家伦理文化

氛围， 把儒家伦理文化价值观切实融入到人们的日

常生活之中，让人们在真实的文化氛围中感知它，而

不是将其束之高阁停留在书斋里。潜移默化、润物细

无声的经验式体验远远超过成百上千次的口头式说

教， 这也说明了要想把我国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思想

政治教育， 仅有理论灌输式的间接体验是远远不够

的， 需要为教育对象提供具体可感知的实体和引发

教育对象思考的土壤， 这也说明我们必须革新教育

方法，注重教育方法的直接经验性。

108



2021 年 6月第 3期（总第 42期）德育·社科·大学文化

�����参考文献：

[1][9]杨焕英.儒家伦理与独立后的新加坡道德教育[A].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编辑部.纪念《教育史研

究》创刊二十周年论文集（21）———中外教育史比较研究（含比较教育等）[C].北京：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教育史研究》

编辑部，2009：2017-2023.

[2]赵梦雷，古再努尔·阿布都热衣木，黄红亚.新加坡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及启示———以传统儒家孔学思想为视角[J].陕

西学前师范学院学报，2017（2）：12-17.

[3]侯文广.从边缘到主流：新加坡儒家文化发展经验对我国的启示[J].天水行政学院学报，2010（3）：48-51.

[4]朱仁夫.儒学传播新加坡两百年[J].云梦学刊，2003（6）：48-51.

[5][10]容本镇，唐鹏.新加坡的公民道德建设[M].北京，民族出版社，2010：165，164.

[6]刘宗贤，蔡德贵.当代东方儒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63，364.

[7]张鸿燕.新加坡德育途径与方法浅析[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50-52.

[8]陈光裕.从儒家伦理到认同替代：新加坡价值整合的得失与借鉴--兼论一种经验事实的建构及其意义[J].理论与改革，

2016（2）：177-183.

编辑 朱荣华

The Practical Principles of Integrating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Taking the Model of Confucian Ethic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as an
Example

LEI Chang-wen

（School of Marxism，An hui Normal University， Wuhu Anhui 241002， China）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In a broad sense， Confucian ethic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is the education of Confucian

traditional culture， it organically combines Confucianism with Singapore's social realities. The three

objects invloved in Confucian ethics education are individuals， society， and country， based on which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ersonal character shaping education，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training

educat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education are designed. Featur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government going in the same direction with the society， taking oriental values as the core and

adopting concrete and operative educational methods， therefor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should be

fully integrated into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by learning from the beneficial experience of

Confucian ethics education in Singapore， speeding up the transformation of traditional culture

education to modern education， taking the government as the leading role and the society as the main

body， innovating educational methods， and emphasizing practical experiences.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ａｎｄ P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E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Ｓｉｎｇａｐｏｒｅ；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Ｅｔｈｉｃｓ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Ｅｘｃｅｌｌｅｎｔ T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Cｕｌｔｕｒｅ； Ｅｎｌｉｇｈｔｅｎｍ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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