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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中國語文課程的儒家傳統  

湯浩堅  

 

香港特區課程發展議會在 2001年頒布了《學會學習》，為教改

奠下了方向。課程文件指出「課程的架構是由以下三個互有關連的

部分組成：學習領域、共通能力、價值觀和態度」（課程發展議會，

2001，頁 19）；強調「中國語文教育主要的任務是要提高學生運用

語言的能力……同時感受語言之美，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發展高

層次思維能力和良好思維素質，得到審美、品德的培育和文化的薰

陶，以美化人格，促進全人發展」（課程發展議會，2001，頁 28）。

語文教學不只是語用能力，還要兼顧思維和品德情意。課程發展議

會在 2004年頒布的《中國語文課程指引（小一至小六）》，亦明確

地指出中國語文教育的其中一個主要任務是要使學生「得到品德的

培育和文化的薰陶，以美化人格，促進全人發展」（課程發展議會，

2004，頁 4）。本文試從 2017年頒布的《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

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探討文件內有關品德情意的學習

目標、重點、原則與儒家傳統價值取向的關係。 

有關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的宗旨，《中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

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清楚列明了下列五點： 

(1) 提高讀寫聽說能力、思維能力、審美能力和自學能力； 

(2) 培養語文學習的興趣、良好的語文學習態度和習慣； 

(3) 培養審美情趣，陶冶性情； 

(4) 培養品德，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 

(5) 體認中華文化，培養對國家、民族的感情。（課程發展議會，

2017，頁13） 

從第四和第五點可見品德情意的學習是由個人品德出發，延伸到社

群責任感和國家民族感情。這個歷程體現了儒家傳統人倫關係由親

及疏、推己及人的觀念。費孝通認為儒家最考究的是人倫，這種人

倫關係是從自己推出去的，亦即是和自己發生社會關係的那一群人

裏所發生的一輪輪波紋的差序；這種以「個人」為核心的波紋差序，

是能放能收、能伸能縮的社會範圍（費孝通，1998，頁27 –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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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精神文化主要是儒家的道德教育觀念。孔子（公元前

551 – 公元前 479）《論語．為政》主張「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

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1。《孟子．盡心上》

認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而得民心的關鍵在於「明人倫」

（《孟子．滕文公上》）。朱熹(1130 – 1200)提出「古昔聖賢所以教人

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陳俊

民，2000，頁 3731）。儒家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並且把道德教育

與社會穩定結合起來。胡弼成及廖梅認為： 

在他們（儒家）看來，道德教育的作用就是使君

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各按一定的倫

理道德準則和規範約束自己的言行，使人人都不

敢違背倫理道德準則和規範，進而使人倫關係與

政治關係相結合。（胡弼成及廖梅，2000，頁4） 

胡弼成及廖梅在此強調了道德教育對社會穩定發展的重要性。《中

國語文教育學習領域課程指引（小一至中六）》（2017）在目標上，

反映出價值取向，並對品德情意範疇的學習目標作出了指示：  

 培養道德認知、意識和判斷力，從而促進自省，培養道德情

操； 

 陶冶性情，培養積極的人生態度； 

 加強對社群的責任感。（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17） 

這些情意目標必須建基於中華文化，特別是中華文化的主流儒家價

值觀。 

儒家道德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君子」。孔子認為「君子」應該

有很強的道德修養，在生活實踐中應自覺地根據「禮」的標準規範

自己的思想和行爲，「無終食之間違仁」（《論語．里仁》），應

該「言寡尤，行寡悔」（《論語．為政》），「不怨天，不尤人」

（《論語．憲問》），可以「從心所欲不逾矩」（《論語．為政》），

在困境當中也能做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論語．微子》）。

他們「當仁不讓于師」（《論語．衛靈公》），根據道德準則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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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好人，能惡人」（《論語．里仁》），不但有很好的德行，而

且能「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論語．

憲問》）。課程文件中的三點目標，強調了儒家教育觀的要點：「道

德修養」、「積極的人生態度」和「合群性」，與儒家的「君子觀」

很接近。當然，我們不能期望學生能成為「君子」，但以此作為目

標，可以規範個人的言行，使人各守本份，貢獻社群。 

至於學習重點，課程發展議會提出了七個能和品德情意學習項

目配合的首要價值觀和態度（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22）。這

些學習項目和價值觀都可在儒家典籍找到相關的記述，見表一）。 

表一 品德情意學習項目、價值觀、儒家經典記述舉隅 

 

「品德情意」

學習項目 

價值觀和態度 儒家經典記述舉隅 

勤奮堅毅 堅毅 《論語·泰伯》： 「曾子曰：『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  

尊重別人、寬

大包容、和平

共享 

尊重他人 《論語·子路》：「君子和而不同。」 

認真負責 責任感 《論語·泰伯》： 「曾子曰：『士

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

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

已，不亦遠乎？』」  

心繫祖國 國民身份認同 《大學》：修身、齊家、治國、

平天下 

勇於承擔 承擔精神 《論語·衛靈公》：「當仁不讓于

師。」 

重視信諾 誠信 《荀子·不苟》：「君子養心莫善

於誠，致誠，則無它事矣，唯仁

之為守，唯義之為行。」（孫安

邦及馬銀華，2003，頁28） 

《論語·學而》：「與朋友交，言

而有信。」 

關懷顧念 關愛 《論語·里仁》：「夫子之道，忠

恕而已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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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語．述而》載：「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就是說，

孔子以文獻、品行、忠誠、信實教育學生。「行、忠、信」是孔子

教育的重心，「行有餘力」的時候，「則以學文」。孔子研究古典

文獻，搜集古代舊聞，再經過自己的解釋、修改，整理而成《詩》、

《書》、《禮》、《樂》、《易》、《春秋》「六經」，並作為教

材向弟子傳授。上述作品包括了德育、智育、體育、群育和美育等

所有內容，涵蓋了哲學、文學、歷史、政治學、倫理學、美學、數

學、軍事與體育等諸方面的知識，具有跨學科的觀念，學習內容豐

富又實用。 

在道德教育的過程中，孔子強調個人修養的自覺性和自發性。

《論語．里仁》提倡「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主張「克

己復禮」（《論語．顏淵》）。他認為道德修養的主動權把握在自

己手中，因此說：「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顏淵》）

「我欲仁，斯仁至矣。」（《論語．述而》）「人能弘道，非道弘

人。」（《論語．衛靈公》）稱賞「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

也」（《論語．子罕》）的氣節。王雪峰及高暢認為孔子提出了個

人道德要求和修養方法，其特點在於積極主動而非消極被動，強調

自律而非他律（王雪峰及高暢，2004，頁 85 – 89）。 

《論語．為政》：「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

憲問》亦云：「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這些都是孔子勉勵弟子要

學、思、行並重的話語。《中庸》將《論語》的這一思想發展為「博

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禮記．中庸》）

從這些教學思想可以看出，儒家特別重視培養學生的主動性，主張

啟發誘導、循序漸進。孔子運用啟發式教學，從根本上看，就是為

了使學生主動認識「為仁」的意義，從而自覺地接受「禮」的約束，

讓「仁」和「禮」得以傳承下去。 

在語文科推行品德情意時，課程發展議會建議教師在日常的語

文活動中，因應品德情意和中華文化的學習要點選取學習材料及布

置情境（課程發展議會，2017，頁 22）。價值觀教育不宜説教，

可以從感性認知切入，通過客觀討論和理性反思幫助學生建立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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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價值觀和態度。價值觀教育是學校整體課程規劃的重要内容，語

文教師可以連繫其他學習領域，為學生提供合適的學習經歷，培育

學生的道德自覺性和自發性，引導學生以成爲「為仁」和「守禮」

的「君子」為人生目標。 

 

 

注釋  

(1) 本文所引《論語》、《孟子》及《禮記》，皆取自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8)《十三經注疏》，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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