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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标研究

试析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 ２０２２ 年版 ） 》 中 的传统美德 内容

王世光

（人 育扭旗｜ｔ參警镇育犛 ， 北荩 １ ０＿ＩＤ

摘要 ： 中华 民族传统 美德在 Ｉ 义务教育道德与 法治课程标准 （ ２０ ２２ 年版 ） 》 中

具有 突 出 地位 。 依照一体化设计 的理念 ， 传统 美德 内容分布在不 同 学段 、 不 同 学 习

主题下 ， 同
一传统美德 内 容在不 同 学段之 间 螺旋上升 。 在具体的课程 实施 中 ， 要注

意传统美德与政治认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全人格 、 责任意识五个方 面核心

素养的 关 系 ， 注意传统美德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 关 系 ，
处理好传统美德 内容与

不 同 学 习 主题的 关 系 ， 在综合性的探究 学 习 中进行传统 美德教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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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０ ８＾ｌＤ １ ７ ０ ８

《义务教育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
２〇２ ２ 年

版） Ｉ （ 以下简称 新课标
”

） 在课程理念都分

指出 ， 本课程的 内容选择
Ｋ

突出中华民族传统美

德 、 革命传统和法治教育 乂 有机整合社会主义先

进文化教曹 、 攀命文化教曹 中华优着魯统文化

教育 、 国家安全教育 、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 劳

动教育等相关主题．
３

； 在课程 内 容部分指 出 ，

本课程
“

以道德与法治敦育为框架 ， 有机融入国

家安全教胄 、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 劳动教育 ，

以及信息素莽教育 、 金融素养教育等相关主题 ，

强化 中 华 民族传统美襻 、 革 命传统 和法治教

曹
？ １ ７

。 可见 ，

“

新课标
”

把 中华民族传统＿德

与苹命传统和法治教育
一并作为最核心 、 最＿

的内容加 以 突出 ＾ 为 了吏好地把握
ｗ

新课标
”

中

的传统美德 内 容 ． 我们要弄清楚 以下几个问题 ：

一

是历史渊源 ， 即传繞美德内容在过去本同时期

的中小学德寳课程标准 （教孪大纲 ） 中是怎祥规

定的 ；
二是编写依据 ， 即

“

新课标
”

依据什么纳人

传縑美德内备 三是内容特点 ，

， 即
＂

ｉｒｔ果标
”

是如

甸基现传统美德肉容的 ； 四是实施建议 ， 即在具体

麵
＂

新课标
”

时应该如何把握传统美德内容 。 鱿

这几个问题 ， 谈谈个人的想法 ， 以就教于方ｇ

—

、 历史渊源

自清；末建立新学制 以来 ７ 传统道镩就被纳人

中小学德ｆ课程体系之中＾无论是清末的修身课

程 ， 中华民 国 时期的修身 、 公民课程 ， ． 坯＆中华

人民共和 匡 ．成立以来 的政治谍程 、 思想 品德课

楫 、 思想政治课程 、 品德与藍活课程 、 品德与社

会课程 ， 等等 都把传统道镩作为课程内容的组

成部分 ， 并以教育法规的形式体珑在不 同时期的

猓裎标准 教学大纲 ＞之中 ｓ

謹＿顧
？

学｜！［麗＿访 ？ｆ
：方

＊

学 ：制建立起乘的 。 粗

龜 当时中小孪查的修身课程仍然以传统道德为

主体内 容 。 例如 ，

１ ９ ．０ ２ 年发布的 《钦定蠢＃食

章樺 》 规定 ， 修身课程 的基本内 容：是
８８

教以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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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 、 忠信 、 礼义廉耻 、 敬长尊师 、 忠君爱 国
”

［２ ］ ３

；

《钦定 中学堂章程 》 规定 ， 修身课程
“

本 《论语 》

《孝经 》 之 旨趣 ， 授以人伦道德之要领
”

［ ２ ］ １ ３ １

。

中华民 国 时期 ， 传统道德依然在中小学德育

课程 中 占据重要地位 ， 相关课程文件中多次提及

的
“

固有道德
”

， 指称的实际就是传统道德 。 例

如 ，
１ ９ １ ２ 年发布 的 《 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 》 规

定 ， 初等小学校的修身课程 ，

“

宜就孝悌 、 亲爱 、

信实 、 义勇 、 恭敬 、 勤俭 、 清洁诸德 ， 择其切近

易行者授之
”

［
２
］
８

。
１ ９ ３ ２ 年发布 的 《 小学公 民训

练标准 》 ， 其 目标包括
“

发扬 中 国 民族 固有 的道

德 ， 以 忠 、 孝 、 仁 、 爱 、 信 、 义 、 和 平 为 中

心
”

［ ２ ］ １ ３

。
１ ９ ３ ２ 年发布 的 《初级 中学公民课程标

准 》 的 目标之
一是

“

使学生 了解我 国 固有道德之

意义 ， 确定复兴民族之道德 的基础
”

［ ２ ］ １ ４ ９

。
１ ９ ４ １

年发布的 《小学训育标准 》 开篇即说 ：

“

根据建

国需要 ， 发扬我 国 固有道德及民族精神 ， 制定本

标准 。

”
［
２
］
２ ６

１ ９ ４ ８ 年发布的 《修订初级中学公民课

程标准 》 ， 其首要 目 标是
“

训练履践 四维八德各

项具体条款使逐渐成为 习 惯
”

［
２
］

１ ８ ５

。

“

四 维
”

即

礼 、 义 、 廉 、 耻 ，

“

八德
”

即 忠 、 孝 、 仁 、 爱 、

信 、 义 、 和 、 平 。

“

四维八德
”

在 当时被看作 中

华民族
“

固有道德
”

的核心 。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 ， 传统道德在不同时期

的中小学鑛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中有不同规定 。

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之初 ， 培养共产主义道

德是我 国 中小学德育课程的根本任务之
一

。 相关

的课程文件虽然不提
“

传统道德
”

或
“

传统美

德
”

， 但是 ， 从课程文件的相关表述来看 ， 传统

美德 已被融入其 中 。 例如 ，
１ ９ ５ ７ 年发布 的 《关

于中学 、 师范学校设置政治课的通知 》 ， 规定初
一

、 初二
“

青年修养
”

的 内容包括尊敬师长 、 敬

爱父母 、 尊敬长辈 、 诚恳 、 谦虚 、 礼貌 、 勤俭 、

公正 、 诚实 、 勇敢 、 刚毅 、 言行一致等
［
２
］
２Ｍ

， 显

然 ， 这些德 目是传统道德或者传统美德的核心德

目 。 又如 ， 在 １ ９ ５ ９ 年发布的 《 中等学校政治课

教学大纲 （试行草案 ） 》 中 ， 有初 中
“

政治 常

识
”

课题 目 录 。 在
“

为什么学习
”

主题下 ， 有一

课
“

古人勤学的故事
”

； 在
“

团结友爱
”

主题下 ，

有一课
“

廉颇和蔺相如
”

； 在
“

热爱祖 国 ， 热爱

人民
”

主题下 ， 有一课
“

古代的爱 国者 （屈原 、

岳飞 、 文天祥 、 史可法等 ）

”

； 在
“

诚实正直
”

？１ ８ ？

主题下 ， 有两课
“

况 中
”

和
“

海瑞
”

［ ２ ］ ２ ° ７ ２ ° ９

。 可

见 ， 在勤学 、 团结 、 爱 国 、 正直等德 目教学 内容

的设计上 ， 教学大纲有意将有关传统美德的人物

和故事融入其中 。

自 改革开放开始到 ２ ０ 世纪末 ， 我 国 思想道

德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 。 这一时期 ， 在 中小

学德育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中 ， 陆续出现了有

关传统美德的表述 （见表 １ ） 。

表 １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中

有关传统美德的表述举例

发布

年份

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有关传统美德的表述

１ ９ ８ ２

初级 中 学青 少 年修

养教学 大 纲 （试行

草案 ）

勤 劳是 中 国 人 民 的 传 统

美德 ［ ２ ］ ２ ４ １

１ ９ ９ ０

九年义务教 育 全 曰

制 小 学 思 想 品德课

教学 大纲 （初审稿 ）

知道礼貌待人是我 国 的

传统 美德 ， 要尊老 爱 幼 ，

以礼待人 ［
２
］
ｍ

１ ９ ９ ２

九年义务教 育 全 曰

制 小 学 思 想 品德课

教 学 大纲 （试 用 ）

知道礼貌待人是我 国 人

民的 传 统 美德 ， 要 以 礼

待人 ， 邻 里和睦 ， 尊重他

人的 民族 习 惯 。 对外 国客

人要热情大方有礼貌
＿

１ ９ ９ ３

九年义务教 育 全 曰

制 初级 中 学 思 想政

治课教 学 大纲

（试 用 ）

艰苦奋 斗是我 国 人 民 的

传统 美德 。 经济发达 了 ，

生活 富 裕 了 ， 也 还要提

倡艰苦奋斗 ［
２
］ ３ ° ６

１ ９ ９ ３

全 曰 制 高级 中 学 思

想政治课教 学 大 纲

（试 用 ）

自 古 以 来 ， 无 数仁人 志

士 以 民族 、 国 家 为 己任 ，

“

先天下之忧 而 忧 ， 后 天

下之 乐 而 乐
”

。 中 华 民族

的 传统 美 德 ， 至 今仍 然

激励着 中 国人 民
［
２
］ ３ ４ ５

１ ９ ９ ７

九年义务教 育 小 学

思 想 品德课和初 中

思 想政治课课程标

准 （试行 ）

知道 我 国 是礼 仪 之 邦 ，

礼貌待人是 中 华 民 族 的

传 统 美 德 ， 应 继 承 和

发扬 ［
２
］ ８ Ｓ

从表 １ 的具体表述 中我们可以看出 ， 这一时

期的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中所说的传统美德 ，

都是针对某一个具体德 目来说的 ， 如勤劳 、 礼貌

待人 、 艰苦奋斗 、 爱国等 ， 没有就传统美德作上

位的 、 宏观的论述 。

２ １ 世纪初 ， 党 和 国 家对传统美德在思想道

德建设 中 的 作用 越来越 重视 。
２ ０ ０ １ 年发 布 的

《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指 出 ，

“

中华民族的传

统美德与体现时代要求的新 的道德观念相融合 ，

成为我 国公民道德建设发展 的主流
”

［ ３ ］ ２

，

“

要继



承中华 民族几千年形成 的传统美德
”

［ ３ ］ ４

。
２ ０ ０ ２

年 ， 党 的十六大报告就思想道德建设提出 ：

“

要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 、 与社会主义法

律规范相协调 、 与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相承接的社

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

”ｗ 这一指导思想直接体现

在 ２ ０ ０ ４ 年发布的普通高 中思想政治课程标准之

中 。 该标准指 出 ， 加强公民道德建设 、 探讨新的

伦理问题 ， 是
“

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

应 、 与社会主义法律规范相协调 、 与 中华传统美

德相承接的社会主义思想道德体系 的题中应有之

义
”

， 要求学生
“

评析公民道德建设 中继承传统

美德与弘扬时代精神相结合 ， 借鉴国外道德建设

的成功经验和先进文 明成果 的典型范例
”

［ ５ ］

。 此

外 ， 该标准还建议学生从古籍文献中摘录一些至

今仍被频繁引用的传统道德格言 ， 讨论继承和发

扬 中华传统美德在今天 的作用 。
２ ０ １ １ 年发布 的

思想品德课程标准要求学生
“

认同传统文化 ， 弘

扬民族精神和革命传统
”

［
６
］

， 这里所说的 民族精

神 ， 就涵盖了传统美德 。 因为
“

自古以来 ， 中华

传统美德就深深熔铸在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 团结

统一 、 爱好和平 、 勤劳勇敢 、 自 强不息的伟大民

族精神之中
， ，

［
７
］

。

总之 ，
２ ０ 世纪初至 ２ １ 世纪初不 同时期 的德

育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 不 同程度地纳入了传

统道德内容 ，

“

固有道德
” “

传统美德
”

的表述也

逐渐明晰起来 。 这是新时代道德与法治课程标准

纳入传统美德内容的历史渊源 ， 也为新时代道德

与法治课程标准如何呈现传统美德内容提供了参

考 。 新的课程标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接着讲传

统美德的 。

二
、 编 写依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 ， 党和 国家对发挥传统美德

在文化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中的作用有一系列新

的论述 ， 发布了一系列相关文件 ， 这为新时代道

德与法治课程标准融入传统美德内容提供了直接

的编写依据 。

习近平 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传统美德的重

要性 。
２ ０ １ ４ 年 ２ 月 ， 习 近平在主持十八届 中 央

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 习 时指 出 ：

“

要认真汲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 ， 大力

弘扬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 以改革创新

为核心的时代精神 ， 深入挖掘和 阐发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讲仁爱 、 重民本 、 守诚信 、 崇正义 、 尚 和

合 、 求大同 的时代价值 ， 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

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的重要源 泉 。

”
［
８
］

１ ６ ４

２ ０ １ ４ 年 ５ 月 ， 习 近平在北京市海淀 区 民族小学

主持召开座谈会时说 ：

“

今天 ， 中华民族要继续

前进 ， 就必须根据时代条件 ， 继承和弘扬我们的

民族精神 、 我们民族的优秀文化 ， 特别是包含其

中 的传统美德 。

”
［ ８ ］ １ ８ １

２ ０ １ ４ 年 １ ０ 月 ， 习 近平在文

艺工作座谈会上指 出 ：

“

中华民族在长期实践 中

培育和形成了独特的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 有崇

仁爱 、 重民本 、 守诚信 、 讲辩证 、 尚 和合 、 求大

同等思想 ， 有 自 强不息 、 敬业乐群 、 扶正扬善 、

扶危济困 、 见义勇为 、 孝老爱亲等传统美德 。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很多思想理念和道德规范 ， 不

论过去还是现在 ， 都有其永不褪色的价值 。

”
［
９
］

习

近平的这些讲话 ， 高度概括了传统美德的 内容和

价值 ， 为新时代传统美德教育指明了方向 。

２ ０ １ ７ 年 １ 月 ， 中共 中 央办公厅 、 国 务院办

公厅发布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 》 ， 该文件把
“

核心思想理念
” “

中

华传统美德
”“

中华人文精神
”

列为传承 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的主要 内容 ， 从顶层设计上确定了传

承什么 的问题 。 它把中华传统美德概括为 ：

“

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 富的道德理念和规范 ，

如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 的担当意识 ， 精忠报 国 、

振兴中华的爱国情怀 ， 崇德向善 、 见贤思齐的社

会风 尚 ， 孝悌忠信 、 礼义廉耻的荣辱观念 ， 体现

着评判是非 曲直的价值标准 ， 潜移默化地影响着

中 国人的行为方式 。 传承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 ， 就要大力弘扬 自 强不息 、 敬业乐群 、 扶危济

困 、 见义勇为 、 孝老爱亲等中华传统美德 。

”
 ［

１ °
］

２ ０ １ ９ 年 １ ０ 月 ， 中 共 中 央 、 国 务 院 发布 的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提出 ：

“

中 国共

产党领导人民在革命 、 建设和改革历史进程 中 ，

坚持马克思主义对人类美好社会的理想 ， 继承发

扬 中华传统美德 ， 创造形成了引领中 国社会发展

进步的社会主义道德体系 。

”
［

１ １
］

１

这就进
一步肯定

了我 国社会主义道德体系与 中华传统美德之间一

脉相承的关系 。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专门就传承中华传统美德指 出 ：

“

中华传统美德

是中华文化精髓 ， 是道德建设的不竭源泉 。 要以

？１ ９ ？



礼敬 自豪的态度对待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充分发

掘文化经典 、 历史遗存 、 文物古迹承载的丰厚道

德资源 ， 弘扬古圣先贤 、 民族英雄 、 志士仁人的

嘉言懿行 ， 让 中华文化基因更好根植于人们的思

想意识和道德观念 。 深入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蕴含的讲仁爱 、 重民本 、 守诚信 、 崇正义 、 尚 和

合 、 求大同等思想理念 ， 深入挖掘 自 强不息 、 敬

业乐群 、 扶正扬善 、 扶危济困 、 见义勇为 、 孝老

爱亲等传统美德 ， 并结合新的时代条件和实践要

求继承创新 ， 充分彰显其时代价值和永恒魅力 ，

使之与现代文化 、 现实生活相融相通 ， 成为全体

人民精神生活 、 道德实践的鲜明标识 。

”
［
１ １

］
８

２ ０ ２ １ 年 １ 月 ， 教育部发布 的 《 中华优 秀传

统文化进 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 指 出 ：

“

中小学

课程教材主要 围绕核心思想理念 、 中华人文精

神 、 中华传统美德三大主题 ， 遴选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 内容 。

”

其中 ， 对 中华传统美德的 内容

界定如下 ：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道

德理念和规范 ， 如天下兴亡 、 匹夫有责的担当意

识 ， 精忠报 国 、 振兴 中华 的爱 国 情怀 ， 崇德 向

善 、 见贤思齐的社会风 尚 ， 孝悌忠信 、 礼义廉耻

的荣辱观念等 。 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 就

要大力弘扬 自 强不息 、 敬业乐群 、 扶危济困 、 见

义勇 为 、 孝老爱亲等 中 华传统美德 。

”
［
１ ２

］

同 时 ，

该文件明确了道德与法治 （思想政治 ） 课程是落

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核心课程 ， 要注重传

承崇德向善的传统美德 ， 帮助学生 了解 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中蕴含的社会伦理和风 尚 ， 养成恪守诚

信 、 严于律 己 、 敢于担当等优秀品质 ， 培养关心

社会 、 关爱他人 、 奉献社会的思想意识 ， 形成正

确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坚定理想信念 ，

增强 国家认同感和 民族 自豪感 。

总之 ， 习 近平有关传统美德 的论述 ， 以及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 的意

见 》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 》 和 《 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进 中小学课程教材指南 》 ， 是
“

新

课标
”

设计传统美德内容的基础 。 同时 ， 这些论

述和文件也是我们解读
“

新课标
”

中传统美德内

容的重要依据 。

三 、 内容特点

根据党和 国家有关传统美德在思想道德建设

？２ ０ ？

中 的作用的重要论述和相关文件 ， 以及参考近一

个世纪以来中小学德育课程标准 （教学大纲 ） 纳

入传统美德内容的经验 ， 课程标准修订组系统设

计了传统美德内容 。

第一 ， 在
“

新课标
”

的课程 内容 中 ， 传统美

德内容最直观地体现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主

题之下 （见表 ２ ） 。

表 ２
“

新课标
”

课程 内容 中有关传统美德的表述

传统美德 学 习主题 内容要求

第
一

学段

（ １
？

２ 年级 ）

中 华优 秀传

统文化 与 革

命传统教育

了 解 中 华 民 族 勤俭 节 约 的

传统 美德 ， 养成 不 浪 费 的

习 惯 ［
１
］
２ 〇

尊敬 父母长 辈 ， 体贴 家人 ，

７？夂担力所能及的 家务劳动’

感 受 中 华 民 族 自 强 不 息 的

传统 美德 ［
１
］
２ °

第二 学段

（ ３
？

４ 年级 ）

中 华优 秀传

统文化 与 革

命传统教育

感 受 父母长 辈 的 养育之恩 ，

以恰 当 的 方 式表达对他 们

的 感激 、 尊敬和 关心
［ １ ］ ２ ５

了 解 自 己 家庭的 历 史 ， 知道

弘扬优秀家风的 意义 ， 初步

体会 中 国人的 家庭观念
［ １ ］ ２ ５

理解 中 华 民 族 传 统 美 德 ，

如仁爱 、 诚信 、 谦逊等
？＊

第 三 学段

（ ５
？

６ 年级 ）

中 华优 秀传

统文化 与 革

命传统教育

了 解 中 华 文化 的 悠 久 历 史

和博 大精深 ， 体会 中 华 优

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
１
］ ３ °

第 四 学段

（ ７
？

９ 年级 ）

中 华优 秀传

统文化教育

弘扬 中 华优 秀传 统 文化讲

仁 爱 、 重 民 本 、 守 诚 信 、

崇正 义 、 尚 和合 、 求 大 同

的核心 理念 ［
１
］
３ ８

理解 中 华 民 族 孝 悌 忠 信 、

礼义廉耻 的 荣 辱观念 ， 崇

德 向 善 、 见 贤 思 齐 的 社会

风 尚
［ １ ］ ３ ８

第 四 学段

（ ７
？

９ 年级 ）

中 华优 秀传

统文化教育

践行 中 华 民 族 自 强 不 息 、

敬业 乐 群 、 脚踏 实 地 、 实

事求是的 思 想
［

１
］ ３ ８

了 解 中 华优 秀传 统 文化修

齐治 平 的 理 想 追 求 ， 锤 炼

高 尚人格
［ １ ］ ３ ８

感悟 天 下 兴 亡 、 匹 夫 有 责

的担 当 意 识 ， 厚植 爱 国 主

义情怀 ［
１
］
３ ８

第二 ， 在
“

新课标
”

的课程 内容 中 ， 传统美

德内容不局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主题下 ， 还会

渗透到其他不同学习主题下 。 例如 ， 孝老爱亲这



一传统美德 ， 还体现在入学教育 、 道德教育学习

主题之下 （见表 ３ ） 。

表 ３ 入学教育 、 道德教育学 习主题下有关孝老爱亲的表述

孝老爱亲
学 习

主题
内容要求 教学提示

第
一

学段

（ １
？

２ 年级 ）

入 学

教育

尊敬师长 ， 对师

长有祕

观 察 学 习 与 老 师 、

长 辈见 面 时 的 礼 节

和礼貌 用 语 ， 见 到

师 长 能 主 动 礼 貌

问候
Ｗ １ ８

第二 学段

（ ３
？

４ 年级 ）

道德

教育

关 心 家 庭 生

活 ， 主动 分担

家务劳动

观察和体会 日 常 生

活 中 父母 的 辛苦操

劳 ， 选择 自 己 可 以

承担 的 家 务 劳 动 ，

坚持去做 ［
１
］
２ ２

第 三 学段

（ ５
？

６ 年级 ）

道德

教育

体贴父母长 辈 ，

能够 与 他 们 进

行良好的 沟 通 ，

主动 参 与 力 所

能及 的 家务 劳

动 ， 感 受 劳 动

的 意 义 ， 为 父

母分 忧 ， 懂 得

感恩

通过与 父母 长 辈 交

流 ， 了 解他们 的 工

作情 况 ， 感 受 父母

的 辛 劳 和对子女 的

关 爱 。 与 同 学 交 流

怎样为 父母分忧 ［
１
］
２８

第三 ， 在
“

新课标
”

中 ， 同
一传统美德 内

容 ， 在不同学段有不同的要求 。 这一点除了体现

在不同学段课程内容的安排上 ， 还体现在不 同学

段 目标的安排上 。 例如 ， 同样是孝老爱亲和勤劳

的传统美德内容 ，

“

新课标
”

在围绕核心素养设

计的学段 目标中 ， 不同学段的要求有所不同 ， 体

现了螺旋上升的一体化设计思想 （见表 ４
、 表 ５ ） 。

表 ４
“

新课标
”

中有关孝老爱亲的学段 目标

核心

素养

第
一

学段

（ １
？ ２ 年级 ）

第二学段

（３
？

４ 年级 ）

第三学段

（ ５
？

６ 年级 ）

第四学段

（ ７
？

９ 年级 ）

道德

修养

感 知 父 母

的 辛 劳 ，

孝敬父母 ，

尊重师 长

孝敬父母 ，

尊重 师 长 ，

体会 父 母

的 养 育 之

恩 和 师 长

的辛劳

孝敬父母 ，

尊重 师 长 ，

懂得感 恩 ，

养 成 孝 敬

父 母 、 尊

敬 师 长 的

良好品质

感 念 父 母 养

育 之 恩 、 长

辈 关 爱之情 ，

能 够 以 感 恩

的 心 与 父 母

和长 辈 沟 通 ，

能 够 为 父 母

分 忧 解 难 ，

尊重师长
［
１
］
１ ２

责任

意识

学 会 自 己

的 事 情 自

己 做 ， 减

轻 父 母 的

负 担

主 动 参 与

力 所 能 及

的家务 ， 学

会承 担 家

庭责任

学 习 参 与

家庭决 策 ，

为 父 母 分

忧

自 觉 分 担 家

庭 责 任 ， 体

会 敬 业 精 神

的重要性 ， 具

有 较 强 的 责

任感 ［
１
］
１ ５

表 ５
“

新课标
”

中有关劳动的学段 目标

核心

素养

第
一

学段

（ １
？

２ 年级）

第二学段

（３
？

４ 年级）

第三学段

（５
？

６ 年级）

第四学段

（７
？

９ 年级）

道德

修养

爱 劳 动 ，

知 道 财 富

是 由 劳 动

创造的

树 立 劳 动

意 识 ， 积

极参 加 劳

动 实 践 ，

懂得 劳 动

光 荣 、 劳

动 不 分

贵贱

感 受 劳 动

创 造 的 意

义 ， 热 爱

劳 动 ， 主

动 承 担 力

所 能 及 的

劳 动 ， 尊

重 各 行 各

业 的 劳

动者

感 知 劳 动 创

造的 成 就感 、

幸 福 感 ， 领

会 劳 动 对 个

人 和 社会 的

价 值 ， 形 成

诚 实 劳 动 、

劳 动 创 造 美

好 生 活 的 意

识
；
初 步 了

解 职 业 道 德

规 范 ，
立 志

做 未 来 的 好

建设者 ［
１
］

１ ３

值得注意的是 ， 在学段 目标 中 ， 同
一传统美

德内容在不 同学段的差异是通过行为动词 、 行为

条件 、 行为结果的差异体现出来的 。 因为学段 目

标表述得非常简练 ， 把握起来有一定难度 ， 这就

要对照课程 内容部分的相应条 目 ， 看具体的 内容

要求 ， 特别是从教学提示 中找 出不同学段的差异

在哪里 ， 进阶性体现在哪里 ， 教学重点在哪里 。

总之 ， 传统美德内容在
“

新课标
”

中 ， 不仅

集中分布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学 习 主题之

下 ， 还分散融入其他学习主题之中 ， 体现一体化

设计的思想 。 同
一传统美德内容 ， 在不 同学段有

不同 的要求 ， 呈现出现螺旋上升的特点 。

四 、 实施建议

在
“

新课标
”

实施过程中 ， 落实好中华传统

美德内容 ， 要注意以下 四个方面 。

（

一

） 注意传统 美德与核心 素养的 关 系

道德与法治课程无论选择什么课程内容 ， 最终

都要落实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上面 ， 传统美德内容

自然也不例外 。 传统美德与道德与法治课程要培养

的五个方面的核心素养 政治认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全人格 、 责任意识的关系密切 。

一方面 ， 每个核心素养都有传统美德内容与

之相呼应 。 我们先看道德修养 。

“

新课标
”

指 出 ，

道德修养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 ： 个人品德 、 家庭

美德 、 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 ， 每个方面包括了许

多具体的德 目 。 在这些德 目 中 ， 除了男女平等和

劳动不分贵贱的观念在传统美德中体现得较弱之

？２ １ ？



外 ， 大多与传统美德息息相关 。 我们再看传统美

德与其他几个核心素养的呼应关系 。 比如 ， 传统

美德中的爱国观念与政治认同相呼应 ， 传统美德

中 的奉公观念与法治观念相呼应 ， 传统美德中 的

中和观念与健全人格相呼应 ， 传统美德中 的道义

观念与责任意识相呼应 。 另
一方面 ， 往往 同

一个

传统美德内容 ， 与多个核心素养有关 。 比如 ， 天

下兴亡 、 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 ， 与政治认同 、 道

德修养和责任意识都有关 ； 仁爱思想与道德修

养 、 健全人格 、 责任意识都有关 。 因此 ， 要准确理

解传统美德与核心素养之间的关系 ， 不要把传统美

德局限于道德修养这４核心素养的视域之下 。

（
二 ） 注意传统 美德 与 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

的 关 系

从学理上看 ， 我们可 以 在 中华优 秀传统文

化 、 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之间 ， 在传统

美德 、 革命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之间 ， 进行概念

分析 、 逻辑建构 。 但是 ， 从实践上看 ， 不 同文化

之间 、 不同道德之间往往层累 、 积淀在一起 ， 它

们之间没有泾渭分明 的界限 。 正如希尔斯所说 ：

“

信仰的传统 ， 或行为规则 的传统在其发展进程

的每一个时间点上 ， 都是一种混合物 ， 它 由长期

延续下来 的各种 因素 、 新增成分和各种创新构

成 ； 这些东西 已成为这一传统的一部分 。 正是这

种混合物是既定的 ， 人们难以 区分一个传统中 的

新 旧成分 。

”
［
１ ３

］ 我们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十

二个核心概念来看 ， 除了 自 由 、 法治这两个价值

观在传统美德中体现得相对较弱之外 ， 其他十个

核心价值观与传统美德之间 的传承关系是十分直

观的 ， 其中 ， 和谐 、 公正 、 爱 国 、 敬业 、 诚信 、

友善体现得最为明显 。 同时 ， 传统美德在传承中

也有变化 。 因为构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 ， 不

是原封不动的古代传统 。

“

古代文化 中那些在当

代仍然有生命力 的东西 ， 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

筛选 ， 并发生 了不 同程度变形 的东西 。

”
［ １ ４ ］ 最为

典型的是传统道德中
“

忠君爱国
”

的观念 ， 经过

近代革命精神洗礼后 ，

“

忠君
”

观念被淘汰 了 ，

升华为现代的
“

热爱祖国
” “

热爱人民
”

的观念 。

从这个意义上说 ， 爱 国既是传统美德 ， 也是革命

道德 、 社会主义道德 。 这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程中

的传统美德教育来说 ， 有一个重要的启示 ， 就是

要注重传统美德 、 革命道德 、 社会主义道德之间

？２ ２ ？

的有机联系 ， 教学 中不能机械地将它们割裂开

来 。 例如 ， 可 以通过脱贫攻坚和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等中小学生能够看得到 、 听得到 、 感受得到的

典型案例 ， 将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

会贯通起来讲 。

（三 ） 注意传统 美德 内 容与 不 同 学 习 主题的

关 系

按照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 中小学课程教材

指南 》 的说法 ，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核心思想

理念 、 中华人文精神 、 中华传统美德三大主题 ，

对于道德与法治课程来说 ， 优先落实的就是 中华

传统美德这一主题 。 前面 已经论述了传统美德与

道德修养这一核心素养的密切关系 ， 这也意味着

传统美德可以融入 、 必须融入 ， 也必然融入道德

教育学习主题之中 。 通过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学习

主题和道德教育学 习 主题来落实传统美德教育 ，

对于教师来说 ， 比较容易理解 ， 也 比较容易 把

握 。 那么 ， 传统美德内容与其他学习主题之间 的

关系如何处理呢 ？ 关键在于找到它们之间教学方

面的有效连接点 。

下面以传统美德内容与法治教育学习主题的

关系为例加以说明 。

“

新课标
”

在课程性质部分

明确指 出 ：

“

在道德教育 中发挥法治对道德的促

进作用 ， 在法治教育 中发挥道德对法治的滋养作

用 ， 使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相辅相成 、 相得益

彰 。

”
［

１
］

１

那么 ， 如何在这一指导思想下处理好传

统美德内容与法治教育学习主题的关系呢 ？ 关键

是抓住它们的结合点 。 例如 ， 关于养老问题 ， 赡

养老人既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 又是公民应该

承担的法律义务 。 又如 ， 关于诚信问题 ， 不讲诚

信不仅违背传统美德 ， 还有可能违法犯罪 。 再

如 ， 关于见义勇为问题 ， 为了弘扬助人为乐 、 见

义勇为等中华传统美德 ， 《 中华人民共和 国 民法

典 》 专门设置了
“

见义勇为
”

条款 ， 明确减免救

助人责任 ， 对见义勇为行为进行保护和支持 ， 使
“

扶不扶
” “

救不救
”

的道德困境不再成为困扰我

们的两难选择 ， 使
“

英雄流血又流泪
”

的现象不

再发生 ［
１ ５

］

。 再如 ， 关于慈善问题 ， 《 中华人民共

和 国慈善法 》 第五条规定 ：

“

国家鼓励和支持 自

然人 、 法人和其他组织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 ， 弘扬 中华 民族传统美德 ， 依法开展慈善活

动 。

”
［

１ ６
］这是 国 家通过法律 ， 规范慈善事业和公



益活动 ， 促进传统美德的弘扬 。 从这些中小学生

比较感兴趣的社会活动 、 社会现象 、 社会问题入

手 ， 比较容易帮助学生把传统美德的学习 同法治

教育的学习结合起来 ， 达到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

增强学生法治观念的 目 的 。

（ 四 ） 注意在 综合性 的探究 活动 中进行传统

美德教育
“

新课标
”

把 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作为课程核

心 内容 ， 并不意味着要在课程实施中对传统美德

进行专题学习 。 如果那样做 ， 可能会产生强化传

授传统美德知识的情况 将传统美德依照德 目

一一介绍给学生 。 这是传统美德知识的教育 ， 而

非传统美德教育 。 对 中小学生进行传统美德教

育 ， 在教学方式上 ， 应该汲取 ２ １ 世纪初 以来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 的成果 ， 贴近生活 、 贴近社会 、

贴近实际 ， 从学生生活中 的问题出发 ， 让学生在

综合性的问题探究过程中 ， 感受 、 理解和践行传

统美德 ， 同时发展多方面的核心素养 。

这里以节俭这一传统美德作为例子进行说

明 。 如果按照德 目去讲 ， 无非是先介绍这一德 目

的 内涵 ， 然后讲几个故事 ， 配几则格言 ， 最后说

明
一下传承这一美德的意义 。 这样虽然看起来很

完整地把节俭这一传统美德说清楚了 ， 但是 ， 对

于学生来说 ， 这些仍然是外在的道德知识 。 与其

这样进行节俭教育 ， 远不如让学生围绕家庭 、 学

校或社区的浪费现象 ， 结合 《 中华人民共和 国反

食品浪费法 》 进行探究 。 这个综合性 的探究活

动 ， 从教育主题来看 ， 不仅涉及传统美德教育 ，

还涉及环境教育 、 生命安全与健康教育 、 法治教

育 、 国情教育乃至 国家安全教育 ； 从核心素养的

角度来看 ， 不仅关涉道德修养 ， 还关涉法治观

念 、 责任意识 、 政治认同 。 这样 ， 学生可 以在综

合性的 问题解决过程 中 ， 发展多方面 的核心素

养 ， 节俭这一传统美德也会在这一过程中潜移默

化地融入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当 中 。

综上所述 ，
２ ０ 世纪初 以来 ， 中华 民族传统

美德一直是中小学德育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在

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大背景下 ， 中华民族传统

美德在
“

新课标
”

中具有突 出地位 ， 依照一体化

设计的理念 ， 它们分布在不同学段不 同学习主题

下 ， 同
一传统美德 内容在不 同学段之 间螺旋上

升 。 在具体的课程实施中 ， 要注意传统美德与政

治认同 、 道德修养 、 法治观念 、 健全人格 、 责任

意识五个方面核心素养的关系 ， 注意传统美德与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关系 ， 处理好中华民族传

统美德与不 同学习主题的关系 ， 在综合性的探究

学习 中进行传统美德教育 ， 这样才能把传统美德

教育落到实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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ｂ ｅ ｔｗｅ ｅｎｔｈｅｃｏｎ ｔ ｅｎ ｔｏ ｆ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ｖ ｉ ｒ ｔｕｅｓａｎｄｄ ｉ ｆ ｆ ｅ ｒ ｅｎ ｔ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ｔｈｅｍ ｅ ｓ

？ａｎｄ

ｃａ ｒ ｒｙ
ｏｕ ｔ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ｖ ｉ ｒ ｔｕ ｅ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ｃｏｍｐ ｒ ｅｈ ｅｎ ｓ ｉｖｅ ｉｎｑｕ ｉ ｒｙ

ｌ ｅａ ｒｎ ｉｎｇ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ｍｏ ｒａ ｌ ｉ ｔｙ
ａｎｄｔｈ ｅｒｕ ｌ ｅｏ ｆ ｌａｗ

；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ｓ
；ｔ ｒａｄ ｉ ｔ ｉｏｎａ ｌｖ ｉ ｒ ｔｕ ｅｓ

；ｍｏ ｒａ ｌ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ｍｏｆＣｕｒｒ ｉｃｕ ｌｕｍａｎｄＴｅａｃｈ ｉｎｇ
Ｅｖａｌｕａｔ ｉ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ＮｅｗＣｕｒｒ ｉｃｕｌ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Ｃｈａｌ ｌｅｎｇｅｓａｎｄＲｅｓｐｏｎｓｅｓ

Ｌ ｉｕＺｈ ｉ
ｊ
ｕｎ

，
ＸｕＢ ｉｎ

｛Ｆａ ｃｕ ｌ ｔｙ
ｏｆ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
 ；Ｉｎ ｓ ｔ ｉ ｔｕ ｔｅｏｆ

Ｅｄｕｃａ ｔ ｉ ｏｎａ ｌＥｘａｍ ｉ ｎａ ｔ ｉｏｎ

ａｎｄ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 ｏｎ ＾ＨｅｎａｎＵｎ ｉ ｖｅｒｓ ｉ ｔｙ 

？
，Ｋａ ｉｆｅｎｇＨｅｎａｎ４ ７ ５ ０ ０ ４ ？Ｃｈ ｉｎａ ）

Ａｂｓ ｔｒａｃ ｔ
 ：Ｐ ｒｏｍｏ ｔ ｉｎｇｔｈｅｒ ｅ ｆｏ ｒｍｏ ｆ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ａｎｄｔ 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ｍ ｅ ｔｈｏｄｓｉ ｓａｎ ｉｍｐｏ ｒ ｔａｎ ｔ

ｍａｎ ｉ ｆ ｅ ｓ ｔ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ｎ ｅｗ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ｓ ．Ｃｏｍｐａ
ｒ ｅｄｗ ｉ ｔｈｔｈ ｅ

ｐａ ｓ
ｔ

？ｔｈ ｅｎｅｗ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ｓ

ｉｎ ｔ ｒｏ ｄｕｃ ｅｓｏｍ ｅｎ ｅｗｃｈａｎｇ ｅｓ ｉｎｔｈｅ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ｍ ｅ ｔｈｏｄｓ ．Ｂｕ ｔｂ ｅｈ ｉｎｄｔｈｅ ｓ ｅｃｈａｎｇ ｅ ｓ ？ｔｈ ｅｂａ ｓ ｉ ｃ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ｃｏｎｃ ｅｐ ｔ ｓ
， ｐａ ｒａｄ ｉｇｍ ｓ

，
ａｎｄｒ ｅｑｕ ｉ ｒ ｅｍ ｅｎ ｔ ｓａ ｒ ｅｓ ｔ ｉ ｌ ｌｃｏｎ ｓ ｉ ｓ ｔ ｅｎ ｔ ．Ｒ ｅ ｆ ｌ ｅ ｃ ｔ ｉｎｇｏｎｔｈ ｅｓ ｅ

？ｔｈｅｒ ｅａ ｌ ｉｚ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ｈｅ

ｒ ｅ ｆｏ ｒｍｏ ｆ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ａｎｄｔ ｅａ ｃｈ ｉｎｇ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ｍ ｅ ｔｈｏ ｄｓｕｎｄｅ ｒｔｈｅｎ ｅｗ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 ｓｍａｙｆａｃ ｅ

ｍａｎｙ
ｃｈａ ｌ ｌ ｅｎｇ ｅ ｓ

？ ｉｎ ｃ ｌｕｄ ｉｎ
ｇ

ｔｈ ｅ ｌｏｗｒ ｅｃｏｇ
ｎ ｉ ｔ ｉｏｎａｎｄａ ｃ ｃｅｐ

ｔａｎｃｅｏ ｆｔｈｅｎｅｗ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ｃｏｎ ｃ ｅｐ
ｔ ｓ

？ｔｈ ｅ ｌ ａｃｋｏ ｆ

ｄ ｅ ｅｐｒ ｅ ｆｏ ｒｍｏ ｆｈ ｉｇｈ ｉｎ ｔ ｅｒ ｅｓ ｔｅｘａｍ ｉｎａ ｔ ｉｏｎ ｓ
？ａｎｄｔｈ ｅ ｌａ ｃｋｏ ｆｔ ｅａ ｃｈｅ ｒ ｓ

？

ｅｄｕ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ｃｏｍｐ ｅ ｔ ｅｎｃｙ ．

Ｔｏｍ ｅ ｅ ｔｔｈ ｅｃｈａ ｌ ｌ ｅｎｇ ｅｓａｎｄｒ ｅａ ｌ ｉｚ ｅｔｈｅｓｐ ｉ ｒ ｉ ｔｏ ｆｒ ｅ ｆｏ ｒｍｏ ｆ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ｍ ｅ ｔｈｏｄｓｃｏｎ ｔａ ｉｎｅｄ ｉｎｔｈ ｅｎｅｗ

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ｓ
，

ｉ ｔ ｉ ｓｎｅ ｃ ｅｓ ｓ ａ ｒｙｔｏｄ ｅ ｅｐ ｅｎｔｈ ｅｒ ｅ ｆｏ ｒｍｏ ｆ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ｉｎｔｈｅｎ ｅｗｅ ｒａ
？

ｐ
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 ｅｔ ｒａｎ ｓ ｆｏ ｒｍ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ｃｏｎｃｅｐ

ｔ ｓ ｉｎａ ｌ ｌｆ ｉ ｅ ｌｄｓｏ ｆｓｏ ｃ ｉ ｅ ｔｙ ？ｃａ ｒ ｒ
ｙ

ｏ ｕ ｔ
ｐ

ｒａｃ ｔ ｉ ｃａ ｌｅｘｐ ｌｏ ｒａ ｔ ｉｏｎ

ｏ ｆｅｄｕ ｃａ ｔ ｉｏｎａ ｌ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ｍａｋｅｆｕ ｌ ｌｕ ｓ ｅｏ ｆｔｈｅｇｕ ｉｄ ｉｎｇｒｏ ｌ ｅｏ ｆ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ｃａ ｓ ｅ ｓ

？ｐ 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ｅｅ ｆ ｆ ｅｃ ｔ ｉｖｅ

ｉｍｐ ｌ ｅｍ ｅｎ ｔ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ｒ ｅ ｆｏ ｒｍ
，ｇ ｉｖｅｆｕ ｌ ｌｐ ｌ ａｙｔｏｔｈｅａｄｖａｎ ｔａｇ ｅｓｏ ｆｔ ｅ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ｅｎａｂ ｌ ｅｄ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

ａｎｄ
ｐ

ｒｏｍｏ ｔ ｅｔｈ ｅｄｅ ｅｐ ｉｎ ｔ ｅｇ
ｒ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ｓｍａ ｒ ｔｔ ｅ ｃｈｎｏ ｌｏｇｙ

ａｎｄ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ｎｅｗ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ｕｍｓ ｔ ａｎｄａ ｒｄｓ

；ｃｕ ｒ ｒ ｉ ｃｕ ｌ ｕｍａｎｄｔ ｅａｃｈ ｉｎｇ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
；ｅｖａ ｌｕａ ｔ ｉｏｎｍ ｅ ｔｈｏｄｓ

；

ｅｖａ ｌ ｕａ ｔ ｉｏｎｏ ｆｔａ ｌ ｅｎ ｔｃｕ ｌ ｔ ｉｖａ ｔ ｉｏｎ

Ｗａｎｇ
Ｓｈ ｉｇｕａｎｇ

（上接第 １ ０ 页 ）

？２ ４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