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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aim of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is to meet the need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ultivate the ability of technology application，But the student moral and the 
psychological training  is not enough.Under the guidance of the Doctrine of "conscience" , such as 

"The pursuit of goodness" , "good" and "evil" , "unity of knowledge and practice" , "Keep the Heart 

Pure, Cultivate the Goodness" , "Erudition" , "Binding yourself with ceremony" , "self-supervision" , 

"exercising restraint" ,it carry out the education of poetry, the education of etiquette and music, all 

kinds of education of responsibilities , inwardly exploring education in the process of vocational 

education.that is very useful to arouse the students' ability to distinguish between good and evil, to 

restore them to the natural state of "freedom from desire and keeping the Heart Pure", that is very 

useful to cultivate the pure character ,single-minded Morality, integrity and peace of mind, 

respectful and prudent attitude towards the world, a sense of responsibility of students, and that is 

very useful to make up the shortage of moral education and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Vocational Education. 

存养天理，精一要义——略论“良知”说对当代职业教育德育与心理

健康教育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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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职业教育主要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目标，在学生品行与

性情的培养方面却存在不足。在“良知”说中的致良知、为善去恶、知行合一、存养天理、“博

文”、“约礼”、“慎独戒惧”、“省察克治”等观念的指引下，将诗、礼、乐教育，各类入世教育，

向内探索的教育运用到职业教育过程中，对于唤醒学生的善恶分辨能力，让学生恢复到“去人

欲存天理”的天然状态，培养学生精进纯粹的品性、一心不二的德行、正直平和的心性、恭敬

审慎的为人处世态度、责任担当意识，弥补当代职业教育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短板都是非

常有益的。 

1.当代职业教育的缺陷

现代职业教育具有以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为目标、以培养技术应用能力为主线设计学生

的知识、能力、素质结构和培养方案，构建课程和教学内容体系等特点。这样的教育优势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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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培养学生探索外部世界，以追求个体创造实际效益为最终目标，侧重培养特长、个性自由、

提升知识和能力，然而在学生品行与性情的培养方面显然是不够的，这主要表现在很多学生

普遍存在一些品行问题和心理问题。 

1.1学生的品行问题 

1.1.1思想意识淡弱、缺乏理想信念。 

很多学生意识薄弱，缺乏上进的动力和热情，学习上面不愿意努力；缺乏集体观念和荣

誉意识，认识和行动不能统一，没有服务意识和热情；不能全面公正对待社会规则及其现象，

不能正面积极地对待教育管理。    

1.1.2忽视规则、缺乏自律。 

有的学生不重视社会规则和学校规章制度，经常违反学校纪律；缺乏基本公德意识,缺乏

公正；生活习惯的私我意识很强和自制力较差，生活习惯不健康，作息凌乱，没有规律；学

习习惯不良，旷课、迟到、早退，做作业、写论文很难独立完成，更有甚者完全靠抄袭。 

1.1.3价值观扭曲、过度自我。 

很多学生功利思想严重，认为学习无用，还不如做“网红”挣钱快和容易；许多学生不懂

得珍惜学校、家庭在培养中的投入和辛劳，好逸恶劳，还和别人攀比吃、穿、用度，其中还

包括部分贫困学生；他们强调自我的凸显，放纵自己，追求个性而缺乏标准，对外界万物感

情淡漠，对社会、他人、自然缺乏责任心和关爱；有的学生缺少文明正直，对人缺乏基本的

尊重和礼貌；不能认真对待学习任务，对待一件事情难以做到持之以恒；有些学生自私自利

的思想严重，遇到问题、困难，不愿意承担，总是推卸责任。 

1.2学生心理问题 

1.2.1调适心理问题的能力薄弱。 

有些学生过于敏感多疑，对人缺乏信任，常常把别人善意的劝诫看成是故意刁难；有些

学生情绪不稳定，遇到生活学习上的一些小变故就会情绪失控，容易暴躁、发怒、丧气，导

致问题进一步恶化；还有一部分学生惧怕人际交流，存在沟通障碍，也很难听取别人的意见，

不愿意融入集体生活，对任何集体生活都没有兴趣。 

1.2.2抗压能力薄弱。 

有的学生生活、学习出现问题，不能正面积极的想办法解决，而是陷入自责情绪，或者

选择逃避面对；有些学生不敢接受各种挑战，过分追求完美，对自己的一切行为都保持怀疑

的态度，生活、学习、工作中一旦出现新的情况，就会出现诸多的不适应，甚至影响到他们

的正常生活；很多贫困学生在面对高昂的学费时，也容易产生焦虑、烦躁的心理状况；就业

竞争的严峻让很多学生心理压力较大，导致他们的自卑、迷惘心理更加严重。 

1.2.3沉迷于虚拟世界。 

很多学生没有良好的自我管理能力，体现在完成学习任务时过分依赖于手机和电脑，并

且由于长时间沉迷于手机和电脑中的虚拟世界，严重影响了正常的学习和生活，也造成身体

健康问题。 

2.“良知”说的内涵解析 

关于“良知”，最早在《孟子·尽心上》解释为：“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

而知者，其良知也。”[1] 《大学》中谈到修身养性的方法时有"致知在格物"语：“致知在格物，

物格而后知至。”[2]陆九渊则认为：“心即理，天下万物之理不外乎吾心，格物只需反省内求

以。”[3]后来在王阳明及其弟子的努力探究下，“良知”说形成了比较系统的学说，主要包含以

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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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良知”就是心之本体，就是“天理”。 

王阳明认为，“良知”是“天理”，是万物之本，是人自在自有的天性。然而人在成长的过

程中，由于受到社会环境的影响和私欲、恶念的牵引，让人的良善天性被蒙蔽、被破坏。“致

良知”就是端正对外界的心理认识、意念，反思自己的行为，清除私欲、杂念，恢复被蒙蔽的

“心”，使吾心恢复自在自有的天理良知。 

2.2“致良知”是圣贤之道，“致良知”的功夫就是“知行合一”。 

王阳明认为，圣贤之所以成为圣贤，是因为其内心精纯如一，没有任何私欲杂质，也就

是完全合乎天理。“良知”是“天理”，“致”是在事上磨炼，付诸客观行动，“致良知”就是将天理

良知贯彻到实践中。 

2.3“致良知”的具体方法有“博文”、“约礼”、“慎独戒惧”“省察克治”等。 

“致良知”中“致”的功夫是最重要的，而“致”的具体方法之一就是“博文”“约礼”，通过广泛

的在万事万物上学习“存养天理”，用“天理”的精神来指导人的思想、约束人的行为，以达到

与“天理”统一。另外，王阳明非常重视“慎独戒惧”、“省察克治”之法，要达到“天理良知”，就

必须审慎躬行、修身养性，通过“克治”之功，最大限度的发挥个人的能动作用，克服、整治、

去掉那些私欲、恶念、坏毛病和习惯，就可以成圣成贤。 

3.“良知”说在职业教育的德育和心理健康教育中的具体运用 

与接受普通教育的学生相比，职业学生的品行问题、心理问题更为复杂和棘手。调查发

现，近30%的学生在不同程度上存在着各种德行问题和心理障碍，价值观扭曲、意志薄弱、

焦虑、易怒、抑郁、自卑等品行、心理问题非常突出，如果这些问题没有得到良好的解决就

脱离家庭、学校独立生活、工作，不仅自己无法抵挡风雨，甚至危害社会。“良知”说中的致

良知、为善去恶、知行合一、存养天理等观念在职业教育中的运用，恰好能弥补当代职业教

育的短板，既能培养学生技能特长、发展个性自由、提升知识和能力，又能改善学生的德行

与心理问题，培养出人格健全、品行端正的学生。孟子说“由仁义行，非行仁义”[4]。教育之

道就是要“致良知”，就是施行“仁义”并“存养天理”的教育。“良知”说指引下的教育本质就是要

唤醒人的善恶分辨能力，并在观念中树立良善的本心，恢复到“人之初、性本善”的天然状态，

成为符合天理标准的“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5]、“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6]的君子。 

3.1“博文”、“约礼”之法，培养学生正直平和的心性、恭敬审慎的为人处世态度。 

开展诗、礼、乐教育，是“博文”、“约礼”之法的最好方式。孔子说：“兴于诗，立于礼，

成于乐”[7]，好的诗歌、礼仪、乐章都有其内在的底蕴和价值。其一，孔子说：“诗可以兴、

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知于鸟兽草木之名”[8]，学习好的诗歌能

够兴发人美好的情怀、高尚的志向、纯真的操守和善良的意识，可以了解世界万物的运行情

况与社会人情百态，可以培养人的观察、体悟、交际等能力。为了达到“思无邪”、“乐而不淫、

哀而不伤”的标准，孔子将原本三千余篇的《诗经》删减到305篇，将其中粗俗、纵欲、邪恶

的诗歌删除，只保留了涵养心性、平和雅正的诗歌。因此，良知教育中，在培养学生正直平

和的心性、高尚的情操方面，《诗经》可以是很好的范本。其二，礼仪作为社会规范，可以

促使人自立、自信、自强，可以约束社会群体，让人和人能够和谐相处，让整个社会运行充

满秩序和和谐。礼仪中包含了人类敬畏宇宙天地，追求高尚德性、和谐生命、美好生活，重

视审美情趣的培养，协调社会秩序等深沉的思考。因此，中国传统礼仪中有很多值得发扬和

继承的内容，如出行礼仪、见面礼仪、饮食礼仪、婚丧嫁娶祭祀礼仪等。其三，事实证明，

音乐的教化功能是非常明显的。庄严端穆的音乐使人定静有力，轻灵欢快的音乐使人潇洒浪

漫，缓慢悠远的音乐使人宁静淡泊，好的音乐依靠鲜明的节奏、优美的旋律、丰富的和声、

Advances in Social Science, Education and Humanities Research, volume 412

387

http://www.so.com/s?q=%E8%8A%82%E5%A5%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2%8C%E5%A3%B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动听的音色来表情达意，以寓教于乐的形式，直达学生的灵魂深处，直接渗透、影响到学生

的内心世界，甚至引领学生建立健康和谐的情感世界、思想情操、道德观念；正确美好的音

乐教育还能够启发智慧、开发脑力，音乐成就了古今中外许多人的成功人生，甚至孔子在齐

听到《韶》乐,“尽善尽美”的音乐让他三月不知肉味,感叹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9]；优美

的音乐在促进人的身心健康发展方面作用也很大，我国古代名医朱震亨说：“乐者，亦为药

也”[10]，马克思也说过：“一种美好的心情比十副良药更能解除生理上的疲惫和痛楚”[11]，

音乐不仅提升学生领悟和鉴赏能力，而且促使学生头脑灵活，身体协调。 

3.2“省察克治”、“慎独戒惧”之法，培养学生精进纯粹的品性、一心不二的德行。 

首先，开展各类入世教育，培养学生积极入世、乐观上进、自强不息、服务大众的人生

态度与价值取向。比如在教育教学活动中运用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以儒家“五伦十义”、

“四维八德”为主的德行教育，让学生认识到忠、孝、悌、忍、信、善等内容的内在含义以及

在人生历程上的重要作用，培养学生虔诚、恭敬、审慎的为人处世态度，并内化为精神的自

觉和行动的自觉，让学生懂礼仪、知廉耻、守孝悌、重信义；加强责任意识教育，提升担当

意识，用严格的纪律规范，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利益观，培养学生集体荣誉

感、严明的规矩意识。其次，开展各类向内探索的课程。比如开展静坐、冥想等训练，培养

学生集中注意力，审视当下的心境和情绪，与各种不良情绪和谐相处，学会安定情绪的能力，

让心境达到安宁、稳定和平静；培养学生抓住倏忽而至的欲念，探寻产生这种欲念的原因其

实都是源于害怕失去和渴求关爱等情绪，并试着冥想失去一切的后果与体验，学会放下执念

的方法。通过向外和向内双向的修养，首先让人成为一个内在和谐统一、心灵良善、精神世

界完善的人，成为具备高度责任心、奉献心的人，进一步成为具备高尚德行的人，甚至成为“为

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君子或圣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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