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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的思想教案

课程名称 四书五经导读 课程代码

使用教材名称、编

著者、出版社

授课对象 所有专业 一 年级 班

课 题 《中庸》的思想

教学目的

基本要求

教学目的：

了解《中庸》的主要思想

基本要求：

掌握基本概念，如性命、道、教、诚、和

教学重点 《中庸》思想简析

教学难点 《中庸》的主要思想

教 法

教 具

课 件

教法：讲授法、文献法、问答法

教具：多媒体设备、板书

课件：《中庸》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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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内容及进程：

一、《中庸》主要思想简析

（一）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这是《中庸》开篇的第一句，涉及到性、命、道、教、中、和

等重要概念。朱熹对此有很好的解释，值得反复揣摩：

性，即理也。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气以成形，而理亦赋焉，

犹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赋之理，以为健顺五常之德，

所谓性也。率，循也。道，犹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

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修，品节之也。

性道虽同，而气禀或异，故不能无过不及之差，圣人因人物之所当

行者而品节之，以为法于天下，则谓之教，若礼、乐、刑、政之属

是也。盖人之所以为人，道之所以为道，圣人之所以为教，原其所

自，无一不本于天而备于我。

从天地自然谈到了人的教化，可见中庸之道最终要落实在人之

教化上。这也是儒家的一贯特色，儒家从来不是宗教，没有神性，

所有的一切最终都要返回到人自身。人都有天性，天性各不相同，

只要能够顺从天性，发自自然，运用于日常生活中，就是找到属于

自己的人生道路。当然因为每个人成长环境的差异，性情上也会有

所不同，或者急躁，或者舒缓，或者严谨，或者拖延，这样就有或

过或不及的差异，圣人通过礼乐刑政等教化手段，对个人加以调节

修正，这就是教育的宗旨。但是这种教育，一来需要落实到个人，

不可空谈，二来需要遵循中和的理念。只有这样，才能“天地位焉，

万物育焉”，天地自然而得位，万物欣欣而向荣。这种秩序源自自

然，具有自然法赋予的正当性，推而言之，也可以理解为当今“可

持续发展”的“生态文化”秩序的思想基础。

（二）慎独

表里如一是受到赞美的品行，所以俗语中才会批判那种“人前

一套，背后一套”、“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的两面派做法。

环境对人有约束作用，不同的环境，意味着不同的动力或压力，人

补充说明

参考资料：

朱熹：《四

书集注》，

凤 凰 出 版

社，200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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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表现也就不同。其中，最困难的就是，在无人监督的环境下，仍

然能够坚持平时的处事方式，光明磊落，不欺暗室。《中庸》称之

为“慎独”，所以说：

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

故君子慎其独也。

朱熹对此有解释：

独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独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细微之事，

迹虽未形而几则已动，人虽不知而己独知之，则是天下之事无有著

见明显而过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惧，而於此尤加谨焉，所以遏

人欲於将萌，而不使其滋长於隐微之中。

正因如此，慎独一直是君子的修身方式，即便身处隐僻之地，

无人相识，仍然一如平日，毫不松懈；或者对于自己未曾耳闻目睹

之事，心存敬畏，不敢大意。之所以如此，就是因为相信“道不远

人”，自己信仰的大道与自己合而为一，不能须臾分离。因为，这

才是真正的“道”。同样的话，在《大学》中也有表达：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揜其不善，而

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於中，形於

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虽然竭力掩饰，但是无济于事。此所谓相由心生。

（三）忠恕之道

《中庸》中的忠恕之道与《论语》《大学》一脉相传，既坚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基本原则，更因为突出“诚”的宗旨，推崇内

外合一，率性自然，不做作，不妄做，追求内心的安宁。人际之间

如此，在天人关系上也是如此，所以才能不怨天尤人，心平气和，

坦然面对身外的世界，这一点对于当代人也很重要。《中庸》原文

为：

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於人。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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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未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

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

自得焉。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则无怨。上不

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

（四）至诚尽性

《中庸》认为，诚是天道；追求诚，是人道。人有七情六欲，

有机心，有妄语，有权谋，常逐利。这些都是对“诚”的干扰。所

以要有所选择，一旦确定，就要坚持不懈。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自己

的本性，与人交往时能够得到他人的信任，倾盖如故，心意相知。

推而言之，在学习知识技术、探索未知领域时，才能全身心投入，

体会到极大快乐。到这时候，就可以充分体会天道运行的奥秘，人

格无限放大，与天地混为一体。《中庸》原文云：

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

得，从容中道，圣人也。诚之者，择善而固执之者也。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

虽柔必强。

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

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

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

（五）道不远人

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的落实，落脚点也在人。道是率性，

性是天命，最终都归结于修道之教上。这是道不远人的理论依据。

道或许有远近、疏密、人我、内外的区别，但是在根本上却一定围

绕着人的提升与发展，关乎人的心灵与德性。如果完全无关，那不

过是随手可得、也就转头可忘的外来知识，并不是真正解决人生疑

惑的大道。《中庸》原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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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诗云：‘伐

柯伐柯，其则不远。’执柯以伐柯，睨而视之，犹以为远。故君子

以人治人，改而止。”

在此基础上，又提出“五达道”、“三达德”以及治国“九经”，

都是围绕人的具体生活背景，提出纲领性的主张，切实解决个人、

家庭、国家社会中存在的问题。原文如下：

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妇也，

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达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

之达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

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强而行之，及

其成功，一也。

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

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脩身

则道立，尊贤则不惑，亲亲则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则不眩，体群

臣则士之报礼重，子庶民则百姓劝，来百工则财用足，柔远人则四

方归之，怀诸侯则天下畏之。

二、《中庸》的当代价值

中庸思想以其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

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乃至一味的对理性的偏执，坚持辩证看待

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在西方文化价值之外，可以

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

引入过度的技术化、工具化和情欲论的歧途，从而有可能打开更高

的生存形式。

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都与“中庸”相关。

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

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

“居安思危”、“多难兴邦”，以及最近几十年提出的小康社会、

与时俱进、和谐世界、互利共赢、人类命运共同体、双赢胜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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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中庸》的现代价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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