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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题目 : 马来西亚国中和独中华文课本中儒家思想教育研究 

学生姓名 : 吴雪恩 

指导老师 : 黄文斌博士  

校院系  : 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摘要  

 

 

这份论文里将会分为五章。首先是绪论，主要交代研究对象与动机、文献回

顾、研究方法和论文篇章结构。此章节简单地讲述国中和独中的历史背景以及各

自的教科书中所含有的儒家思想观念。 

本论文第二章为孔子的教育思想。在此篇章中，会着重于讲述从孔子周游列

国的原因带出儒家思想教育的重要性。随后再衍生阐述儒家的核心思想——“仁”

与“礼”的实践方式。因此，此章节的重点内容是从儒家思想体现教育做人、做

事及学习方面的观念，从而看出孔子与不同社会阶层展现的“仁”教育思想。 

第三章为国民中学华文教材里的儒家思想教育，其中与儒家思想的观念有关

系的价值观有，孝弟、好学、反省和诚信。从国中课文的编排方式、文章价值和

思考题谈论儒家思想传承至马来西亚的程度与其教育价值。透过此章节能看出国

中教育最重视培养学生与亲人的孝弟之心。其次，是引用《论语》原文以培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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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学习兴趣。再者是寓言故事倡导反省精神。最后是从文中传递与他人交际或

处事时该赤诚讲信。 

第四章为独立中学华文教材里的儒家思想教育。此章节透过独中课本和国中

课本的儒家思想价值观念对比出共同点与差异，以凸显儒家思想传承至今的社会

价值。其中，共同点为两者都认同儒家思想的教育观念。而独中课本所引用的课

文篇幅、词藻、文言文的运用、章节的编排，并且重视儒家的“仁”思想背后给

予社会的价值都与国中课本的体现方式大为不同。因此，此章节讲述了国中课本

的儒家思想传递停留在各别价值观的体现，而独中将其价值观连接社会情感的精

神一并道出，从而体现了儒家思想存在的必要性和社会意义。 

本论文的结语总结了国中和独中课本中儒家思想的共同与异同点导出的研

究成果是了解儒家思想传承至今的教育价值。最后，因时间仓促和材料的不足，

此论文对现代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实际体现和困境等方面的研究尚有不足之处。

因此，未来学者若研究类似课题或许可以更进一步谈论儒家思想在马来西亚教育

的未来愿景。 

 

关键词：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儒家思想；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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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谢 

 

 

历经四年的大学生涯，在转眼间也来到完成这份毕业论文以示结束这大学四

年的美好。依稀记得从先修基础班升为中文系本科生时，不幸面临行动管制令只

好被迫在家里上网课，但好在大三能回到校园与老师和朋友们见面，感悟实体上

课和完成报告的乐趣。在完成这份论文，所遇到的难题都不大。从国中和独中华

文课本中整理有关儒家思想的资料，所需的时间较长。所幸身边有笔者的指导老

师、朋友和家人给予的帮助，才得以让笔者完成此论文。 

 首先，这份论文能够顺利完成，最应该感谢的就是笔者的论文指导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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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指导笔者。在完成论文的这些天，黄老师抽空与笔者约谈时都耐心地引领笔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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耐心指导，让笔者在完成这份论文时所遇到的问题和困惑都得以解惑。 

 此外，笔者也要感谢在研究计划中认识的学姐，苏映彤和游欣瑜学姐。当时

的笔者第一次参与研究计划，所幸得学姐指导笔者才懂得如何从网上收集早期的

资料。在这份论文中，多亏黄老师和两位学姐提供国中和独中的华文课本，好让

笔者不需要额外花费时间去寻找课本。所以，感谢即便是毕业在即也能与学姐们

相识，并成为笔者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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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笔者想为家人献上万分谢意。在完成这份论文的时候，家人总会给予

笔者无限的支持，让笔者无后顾之忧地完成论文。同时，也给予笔者精神上支持，

每当笔者觉得沮丧和失望时，家总会是避风港等待笔者归去。感谢家人默默地为

笔者所做出的一切，笔者定当不负家人的期望。因此，笔者在此奉上最赤诚的谢

意，感谢诸位给予笔者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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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马来西亚是一个多元民族，尤其是由马来人、华人和印度人一起努力争取独

立的国家。因此，续马来西亚联邦宪法第 152条第(1)款(a)项规定“不可禁止或阻

止任何人使用 (除官方用途外)、教授或学习其他语言”，(b)项则规定: “政府

有权维护与扶助国内其他民族的语言”。1 由此可见，马来西亚仍能保留华文教

育供华裔继续学习自身的母语；再者，至今马来西亚依旧是保留中华文化最完善

的海外国家。 

自 2000 年 10 月 31 日，中国人民共和国所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

用语言文字法》中提到中国全面推广普通话，推行规范汉字的使用。2将普通话

（华语）和规范文字为中国的通用语言。至今，全球各地的华人都使用华文为主

要沟通的语言。可见，华文已成了现代人的沟通工具，也有学者指出马来西亚“独

立以后，由于必须配合国家教育哲学和国民教育体制，华文课程被定位为纯粹的

表达工具而已。”3因此，本论文的研究动机是探讨华文教育与儒家的文化思想存

在的必要性和传承至今的价值意义。 

 

 
1 罗荣强，<马来西亚华文教育平等权探析>，《728华团大会反对<2013－2025年马来西亚教育

大蓝图>》（雪兰莪：董总出版，2017），页 47。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2000年 10月 31日。 
3 曾维龙，<中学华文学科的发展过程和定位初探>《新纪元学院学报》，2008年第 5期，页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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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研究对象与动机 

 

马来谚语中“Bahasa Jiwa Bangsa”的意思是语言是民族的灵魂，凸显了语言

的重要性。笔者认为语言是沟通的工具，民族间得以交流、互相理解、关系更加

亲近。其中，华文教育扮演着承载了一个民族语文教育的角色，而口头语言称为

“语”；书面语言视为“文”。语文教育不仅仅只是在口语交际的训练，在文字

上能阅读与书写，同时更是背负了传承民族文化的使命。4可见，语言不仅是文化

的载体，它更是文化构成的部分。中国的汉字发展里最早发现的字形为甲骨文，

其中汉字的结构由“六书”规律组成，慢慢地演变成今日所使用的汉字。而“六

书”中的象形字便是文字发明的最初段，因为字形会根据该物体真实的形状绘画。

因此，在对比其他的语言像是马来文和英文都是使用拉丁字母组成，这些字母需

构成一组完整的字母才能体现该意思。倘若单独成立也只能是字符，像是英文单

词“sun”若少了一个字母，这个词汇就不能成立，而中文里“太阳”里的“太”

和“阳”都有各别意思。根据《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语文指的是“语言和

文字”，“语言和文学。”5倘若从文学的角度理解语言，华文结合了口头语与书

面语，像是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语录文集——《论语》里所使

用的词语，与现代所运用的口头语有所不同，但我们依旧根据字义理解两千五百

多年前的含义。因此，华语文不仅是文化承传的载体，更是人类文明的文化遗产。 

至今，华人社会中对社会最具有影响力的思想流派为“三教”，分别为儒家、

道家和佛家。笔者选择儒家思想为研究对象是因为儒家思想是主导华人社会的思

 
4 徐林祥，<语言·语文·语文教育>《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 6期，页 159。 
5 《现代汉语词典·第 5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页 1665。 



 3 

想流派。而其创始人——孔子（前 551 年-前 479 年）子姓，孔氏，名丘，字仲

尼。许多后世学者将他评为“孔子是我国古代道德学的奠基者”6，因为他所提出

的思想具有教育意义。例如，儒家的核心思想——“仁”，即可体现在礼、信、

恕、忠、孝、悌等方面。只为培养人们良好的品德，注重情感联系以维护社会稳

定。《论文·为政》指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

以礼，有耻且格。”7其中“为政以德”的“政”是指品行端正，更指出个人的道

德修养是形成良好社会风气的关键。孔子的政治观念与教育思想皆是培养人们的

品德修养，如同“有耻且格”中的“格”意思是对自我的约束、自我检点行为,

秉持不耻下问的学习态度，以确保自身的品行修养端正。“在儒家看来，每一次

教学活动，每一次教学活动，教学活动的每一步骤，都是完整的身心修养过程的

一个环节。”8孔子作为儒家思想的代表，他的教育宗旨是透过遵循“礼”使人们

体悟文化存在的意义和传承的价值。9正因儒家思想认为“礼”是“仁”的体现，

才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亲近，并维护了当时社会的稳定。因此，从如今的马来西

亚华文教育体系探讨儒家教育思想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课题。 

“1960 年 8 月正式发表《1960 年教育检讨报告书》（或称《拉曼达立报告

书》），建议华文中学改制，否则不予津贴。”10华社因反对这份报告书中将华

文中学的媒介语改为英文或马来文。因此在 1962 年起，政府即停止对华文中学

 
6 张瑞璠，<全面评价孔子的教育思想>《孔子教育思想研究》，（北京：人民知育出版社，

1985），页 5。 
7 [宋]朱熹译，<论语·为政第二>《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2011），卷 1，页

55。 
8 郭齐家, 毕诚，<试论儒家教育哲学的基本特点>《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8
年第 4期，页 57。 
9 钱穆，<孔子之教与学>《孔子与论语》（台北：兰台出版社，1989），页 132。 
10 <华教 60年大事记要（1954年-2014年）>，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阅于 2022年 11
月 10日，https://resource.dongzong.my/historical-figure-2/60year-impor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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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津贴，而部分华中就此不依靠政府的津贴并改名为独立中学。从此，独立中学

的教育体系独立组成了个别的中学体系，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简称

董总）管理。至今，独中拥有统一课程和考试并坚守着以华文为主要媒介语。其

中，独立中学所使用的教科书是由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和马来西亚华校

教师会总会（简称董教总）根据《马来西亚华文独中高中华文课程标准》制定的。

同时，也参考马来西亚的教育部所颁布的中学新课程纲要（KBSM）和世界各地

的中学华文科课程纲要教材。 

 1960 年，国会接纳了联盟政府所提出的《达立报告书》后制定了《1961 年教

育法令》并指出若中学要获得政府的全部津贴，就必须华文媒介语改为马来文或

英文。11因此，华文中学从此一分为二，而接受政府津贴的华文中学以英文为主

要媒介语，名称改为“国民型华文中学”。直到 1967 年《国语法案》颁布后，

马来文需成为学校的主要媒介语。因此，“国民型华文中学”也在 1976 年落实

用马来文为主要媒介语的方案。12 随后，由当时的教育部长纳吉所提呈的《1996

年新教育法令》中指出将华文和淡米尔文扩展至国民中学，所以从某种意义上国

民型中学也从此改称为国民中学。13庆幸的是虽然华语已不再是国中的主要媒介

语，但学校仍保有学习华文的权利。其中，国中的华文教育体系是根据马来西亚

联邦政府掌管的教育事务部门的规格执行，所使用的教科书是由马来西亚教育局

制订，且根据 2015 年《中学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简称课程标准）为课程大

纲。因此，这份论文研究锁定在中等教育里是因为中等教育的目标是让学生从思

 
11 莫顺生著,《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吉隆坡：马来西亚华校教师会总会（教总），

2000)，页 79。 
12 莫顺生著,《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页 143。 
13 莫顺生著,《马来西亚教育史 1400-1999》，页 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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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知识、视野、生活技上能达到提升，塑造良好的价值观成为国家未来的栋梁，

同时学生从中学毕业后便开始接触社会。 

浅析国民中学从中一至中五和独立中学初一至高二的课本，笔者发现国民型

中学的课文都是以文章的价值观而进行分类，像是《中一华文》中有十二个单元，

其中与儒家思想教育最有关系的便是第三单元谈论的是“父母的爱”、第四单元

的“手足情深”、第十二单元“感悟生活”等都与儒家有关系。“儒家非常重视

人类生活的群体性，并以伦理关系解释人类群体生活的特征，强调人与人应该互

敬互爱，和谐共处。”14同时，《中一华文》前言有提到课文中特别设有“感悟·品

味”栏目是让学生能在自行理解课文的内涵，从而学习价值观、培养阅读的兴趣。

同时，中一至中五的华文课本都有含有教育品德价值，像是孝顺、好学、诚信和

忠诚等。 

独立中学的华文课本里单元是根据体裁进行编排例如，散文、现代诗、乐府

诗与古诗十九首、现代小说等。独中华文课本的单元编排方式有别于国民型中学

的华文课本，虽不是以“价值观”分类单元，但课本里所筛选的文章都含有其价

值，像是《华文·高一上册》里的第十四课《偷葬礼的男孩》描写着儿子不能接

受父亲的离世，便以躲藏来表达对父亲的不舍。全篇上下贯穿的是父子之间浓厚

的感情，这是儒家思想中的“孝”观念。可见，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科书中都含

有儒家思想价值观。 

另外，独中华文课本以文学体裁分类单元的方式，其中的诗体裁与《论语·季

氏第十六》记载有关孔子与伯鱼的故事有关。伯鱼因还未学诗被孔子训斥道“不

 
14 樊树志，《国史概要·第四版》（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页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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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诗,无以言。”15孔子曾多次提起诗的价值，因为诗是中国最主要的文学代表，

透过文字抒发诗人的感情丰富了内涵。其中，“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

邪’。”16只因诗能直接表达感情，让现代学生学习自然地表达情感且应对交际

场合。这类文学能启发人们的联想力和共情能力，以提升学生的写作能力从而更

贴近“学诗以言”的目标。这也不仅仅体现在独中华文课本，国中华文课本也有

融入诗集，例如《中一华文》课本里的第六单元“遇见动植物”里筛选了白居易

诗两首分别是《燕诗》《慈乌夜啼》。这两首诗歌都是透过对动物的描写劝喻世

人应该孝顺父母且要及时，体现了“孝”观念。此外，独中的《华文·高一上册》

第三单元<唐宋诗（一）>的第十二课“律诗五首”也选取了白居易的《草》借景

抒发自己送别友人的不舍之情。 

综上所述，从国中和独中的华文课本中的文章都含有的价值观念与社会情感

联系，可看出现今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育体系仍注重儒家的思想。因此，笔者

希望透过比较国中和独中的华文课本了解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育体系，以了解儒

家思想传承至马来西亚的教育程度与其价值。 

 

第二节 前人研究成果 

 

截至目前有关马来西亚中学华文课本教学研究概况，笔者运用了中国知网

（CNKI）、华艺线上图书馆（Ariti Library）、台湾博硕士论文知识加值系统、

《独中教育研究特刊》等网站收集了世界各地与笔者所研究的题目相关的论文，

 
15 [宋]朱熹译，<论语·季氏第十六>《四书章句集注》，卷 8，页 162。 
16 [宋]朱熹译，<论语·为政第二>《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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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也在拉曼大学、马来亚大学和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图书馆查找了与儒家思想

教育有关的书籍。其中，笔者发现部分学者对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育体系的研究，

只着重在研究某一方像是只研究独中或国中的课本。同时，笔者发现以两者对比

的角度了解华文教育体系的研究尚有不足。 

至于透过马来西亚华文课本了解现今儒家思想教育的论文更是少之又少，其

中笔者发现一篇由黄美琪硕士生所撰写的《马来西亚独中中学与国民中学华人文

化教育调查研究——以宽柔中学和斯礼拉末国中为例》与笔者的研究方向较为相

近，但华艺线上图书馆（Ariti Library）目前只收录这份论文的摘要，需要经作者

同意才能获得阅读权限。可笔者透过该论文的摘要了解这份论文主要研究的是透

过国民型中学和独立中学的学校背景了解各别的教育体制对学生的华语文和文

化教育的认知，其中更是指出儒家思想教育在华文教育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也从多方面像是学校的教育制度评比华人文化的教育程度。 

其次，笔者搜索一份来自华中师范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由陈银心博士所撰

写的《马来西亚国民中学初中华文教材中的价值观研究》博士论文。其中研究内

容与笔者的研究方向较相同，这份论文将儒家经典介绍为华文教材中价值观的启

蒙，作者从马来西亚华文教材的课文、练习、活动、插图分析价值观的呈现方式。

作者更是指出“中华传统文化内涵包含儒家传统思想中的人伦纲常，注重传统“礼”

“乐”的教化功能，从而达致“仁”的核心价值观。”因此，笔者会延续这份论

文研究进一步地探讨初中及高中的华文课本中所含有的儒家思想教育，以此了解

儒家思想教育至今在海外的传承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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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笔者也收集了一份来自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叶丽汶硕士生所撰写名为

《从朗读到演说的探究循环—<论语>经典于马来西亚儿童华语文教学研究》的硕

士论文。这份论文的研究成效是应该让马来西亚儿童提早接触《论语》，从朗读

到演说、从身、心、灵，体悟为人处事的道理，懂得注重道德品行的修养。此外，

《论语》也能让马来西亚儿童对儒家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再培养学生对华文华

语的兴趣并成为中华文化的继承者。同时，《论语》可以培养学生透过朗诵到演

说的能力，让学生懂得书写和沟通且提升应变能力。透过这份硕士论文的研究，

笔者认为《论语》是一本很适合儿童及青少年学习的书籍，因此笔者会继续延续

这份论文的研究，探讨马来西亚中学的华文课文中的儒家思想教育的实践以及儒

家思想在马来西亚华社中的传承程度。 

笔者发现在国民中学教学这方面的研究多偏向于文言文的教学，像是这两篇

硕士论文由孙诗豪硕士生所撰写的《马来西亚国民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现状和策略

——以北根及关丹市中学为例》与钟玉雯硕士生撰写的《马来西亚中学华文“名

句精华”教学发展与现状》都对国民型中学的华文教材体裁进行研究，且透过课

本中文言文带出文言文给予学生的好处。作者也透过研究发现现今学生欠缺自主

学习能力。笔者认为这类研究与笔者的论文研究颇有关联，但这两篇硕士论文专

注于课文中文言文研究，而笔者更想了解课文中的思想价值教育。同时，看出儒

家思想教育在马来西亚中学的华文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以了解现今华社对待华

文这个科目的态度。 

笔者找到了一份来自中央民族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由叶俊杰博士生所撰写

的名为《马来西亚华文教学研究》的博士论文。其中作者整理了华文小学、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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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和独立中学的华文教材的编排，也调查了各别的华文师资状况。而这份博士

论文更专注于探讨语言文化的传承。其次，笔者也发现刊登在《依大中文与教育

学刊》的一份专题论文，由来自韩国光云大学的萧悦宁所撰写的《KSSM初中华文

科语法教学问题及其对策——以课标与课本为例》主要研究马来西亚国民型中学

的华文课本中的愈发不注重语法教学的倾向。作者指出了语法教学的重要性与实

用性，并且指出掌握语法的使用能提升学生的思辨能力，当学生更了解自己的母

语便能增强对自身民族文化的认同感。透过阅读这篇论文，虽然与笔者的研究稍

微有关联，但笔者也认同学生必须先了解华文语法的运用才能更贴近句子所传递

的信息，才会了解其背后的价值。 

另外，笔者发现多名学者研究独中华文教材与本土化之间的联系。例如，游

智斌硕士生所撰写的《马来西亚独中华文教材本土化研究——以高一华文课本为

例》。此论文透过马来西亚华文教育的发展、独立中学的形成与本土教材的演变

进行概括从而带出作者希望能在教育体系中“提升马华文学作品的本土色彩，能

增加马华作家与中文文坛交流的文化底蕴，让其他国家的作家对马华文学留下较

为深刻的印象。”17同时，笔者也发现其中两篇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学系硕士

论文由刘敏玲硕士生所撰写的《马来西亚独中华文课本中本土素材编选的演变》

和何保伦硕士生撰写的《马来西亚独中华文课本马华文学教材编选研究》都建议

将马华文学融入进马来西亚独中华文课本内，以便在了解华文教育的同时，拓展

对本土马华文学的认知且更了解华族南来的文化历史。可见，许多学者在独立中

学的华文教材上的研究更注重于本土化。 

 
17 游智斌，《马来西亚独中华文教材本土化研究——以高一华文课本为例》（湖北：华中师范

大学国际文化交流学院硕士论文，2019），页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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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笔者也在《独中教育研究期刊》里发现苏燕卿所撰写的名为《文本教

学的成效与独中教改目标的落实探讨》的文章将现今的教课方式与课本选材融入

进此研究，可作者认为所有文章都是优秀作家的作品。倘若要达到“《马来西亚

华文独中教育蓝图》提出教改的愿景与目标，建构学生核心素养的框架，重视核

心素养养成的学习方式”18，必须加强在教室授课的方式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

才能达到教改的愿景。因此，以上这些论文研究独中华文课本与在地化文学的碰

撞及注重在如何才能达到教育蓝图的愿景。而笔者的研究则着重于华文课本中所

带出的儒家思想教育。 

 

第三节 研究方式 

 

 为完成此报告，笔者会使用两种方法进行研究，即课文分析法和文献分析法： 

（一）课文分析法 

 笔者透过阅读两个教育体系的华文课本，有中一至中五的国中华文课本及独

立中学从初一至高三的华文课本。其中，所选用的文章有确切地指出与儒家思想

存在一定关系，而有些文章的价值与儒家的“仁爱”思想有关。因此，笔者会从

国中和独中的华文课本进行分析，希望能透过两者所含有的价值观、行为、态度

和思维看出儒家思想对现今社会的意义。从而，了解儒家思想在马来西亚的传承

程度和价值。 

（二）文献分析法 

 
18 苏燕卿，<文本教学的成效与独中教改目标的落实探讨>，《独中教育研究期刊》2022年第 1
期，页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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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在此报告所引用的《论语》、《孟子》和《大学》都是采用朱熹所编辑

的《四书章句集注》的原文；而《论语》的解析是根据钱穆（1895-1990）所撰写

的《论语新解》为主。钱穆所创作的《国史大纲》《孔子与论语》《论语新解》

《孔子传》具有权威性，使得他被称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历史哲学家。因此，笔

者选用钱穆先生解释的《论语》以理解更贴近孔子的思想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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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孔子的教育思想  

 

 

儒家思想历经两千多年的改变，随着时间推移它依旧在华人社会中扮演着很

重要的角色。儒家思想之所以能流芳百世是因为“儒家思想文化的核心，既不是

一种热衷于追求神启的宗教哲学，也不是旨在探索物质世界奥秘的知性哲学，而

是把人作为主要对象，以整合社会为目的，阐明人生精义为要旨的德性哲学或人

性哲学。”19儒家思想已成为华人社会的主要思想，这能从现代华人社会的行为

来体现儒家思想一直都是华人社会的主要引导。例如，清明节祭拜祖先或除夕夜

与家人团聚吃团圆饭等，这些习俗都是儒家思想内注重人与人之间情感联系和

“孝”的观念衍生的行为。20因此，儒家思想早已成为中国文化思想上的主流，

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华人。可见，儒家思想需具有一定的特色价值才能穿越时空，

从而引起后人的达成人类的情感共鸣。此章节主要透过儒家思想之兴起探讨“仁”

之价值体现。 

 

第一节 儒家思想之兴起 

 

 
19 刘蔚华，《儒学与未来》（济南：齐鲁书社出版发行，2002），页 91。 
20 黄文斌著、何国忠编，<儒家思想的‘在地性’与‘全球性’对马来西亚华族文化自强的意

义>《全球话下的中国及马来西亚》（吉隆坡：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2007），页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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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儒家的创始人，从前为宋国人曾是贵族，但因避难逃到了鲁国便成了

贵族家里的下层，经常当一些卑贱的职业。21孔子也曾自嘲为“吾少也贱，故多

能鄙事。”22因此，当时的孔子理解礼数即存在在这社会里，更是注意到“礼”

存在的价值。孔子认为“礼”可分为两个层面，一、是历史上的礼乐；二、是人

道观念。在历史鸿沟里，当时的社会注重礼乐也已有君臣之分，孔子认为“礼”

存在的必要是人与人相处最重要的原理。倘若没有“礼”维持人类的次序，那么

社会将不会稳定，却有失平衡。因此，“礼”的观念促进的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和社会的融洽。其中《论语·八佾篇》提到，孔子曾说：“人而不仁，如礼何？

人而不仁，如乐何？”23可见，孔子将“仁”视为“礼”的基础思想，是人与人之

间真情。然而，人类心中应先有这份真情厚意，才能透过“礼乐”表达。“礼”

和“乐”应是相互搭配，像是祭祀时，倘若“仁”心蕴蓄在心中，得以透过祭祀

的礼仪行为和器表达。“但无礼乐以为之表达，则吾心亦无落实畅遂之所。”24

因此，孔子所指出“礼”之本其深层的精神，即是“仁”。 

 “礼”除了是“仁”的表达工具之外，孔子在为颜渊解答中，明确地指出“仁”

便是从生活中实践“礼”。因“仁”的观念所涉及的范畴宽广，所以孔子道出“礼”

的实践为“克己复礼为仁。”25指的是克制自己的私欲便是“礼”之实践，而这

便是“仁”的体现。紧接着，孔子更是指出四勿以克制自己，“非礼勿视，非礼

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26孔子认为“于约束抑制中得见己心之自由广大，

于恭敬辞让中得见己心之恻怛高明，循此以往，将见己心充塞于天地，流行于万

 
21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17），页 114。 
22 [宋]朱熹译，<论语·子罕第九>《四书章句集注》，卷 5，页 105。 
23 [宋]朱熹译，<论语·八佾第三>《四书章句集注》，卷 2，页 62。 
24 钱穆，《论语新解》（台北：素书楼文教基金会，2000），页 60。 
25 [宋]朱熹译，<论语·颜渊第十二>《四书章句集注》，卷 6，页 125。 
26 [宋]朱熹译，<论语·颜渊第十二>《四书章句集注》，卷 6，页 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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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27可见，倘若将“仁”存于心，并在生活中实践孔子所谓的四勿从视、听、

言和动方面体现对自我的约束。“人心之仁，温然爱人，恪然敬人。”28可见，人

们理应以内心的“仁”为主，“仁”心使人与人之间有情感联系，懂得爱人和尊

敬人。因此，孔子一直追求的便是“天下仁”的理念。 

鲁定公十四年（公元前 496 年），孔子离开鲁国开始周游列国。其目的超越

了国家上的政治理念，而是将他自己的思想理想传播至各地。“在孔子当时，则

实为对整个人类之文化世界服务也。”29在孔子周游列国之前，已在鲁国建设首

个私学。而周游列国之后就是为了扩大教育的对象范围，让社会中下阶级的人民

都有权利接受教育。“孔子是开始把古代贵族宗庙里的知识来变换成人类社会共

有共享的学术事业之第一个。”30其中，孔子更是提倡“有教无类”教育理念是

不分学者的出生或是贵贱，只要诚心即可学习。由此可见，孔子很重视教育的普

及化，并培训更多不问出处的人才而改善国家的发展。笔者认为便是孔子周游列

国是将儒家思想普及化之重要举动。因此，记载着孔子与弟子们对话的语录文集

——《论语》成了儒家的经典代表著。“故论语者，乃孔子语，经其后世所讨论，

所经纶编制，有抡选而成之一书也。”31可见，《论语》成了儒家思想里最基础

的书籍，也是最具有影响力的儒家经典著作。因此，建立在孔子的思想之上，许

多后世学者，如孟子所主张的“性善论”是建立在孔子儒家思想的基础上。此外，

现代历史学家——钱穆（1895-1990）认为《论语》首篇<学而篇>表述了孔子教育

 
27 钱穆，《论语新解》，页 344。 
28 钱穆，《论语新解》，页 343。 
29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 119。 
30 钱穆，《国史大纲·上册》，页 118。 
31 钱穆，<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孔子与论语》，页 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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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在于“孔子所教，最重在仁道。”32从而，看出孔子所提出的“仁道”是至现

代教育里仍然需灌输于学生的价值观。 

 

第二节 “仁”的思想体现 

 

儒家最核心的思想为“仁”，“仁的简要概括是‘爱人’，就是对别人有同

情心，有关心他人的真实感情；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33可见，“仁”应

时刻存于人心中，是使人与人之间拥有情感联系的关键。因为内心存有恻隐之心，

便懂得同情和尊敬他人。由于孔子曾透过不同视角向弟子解释“仁”，其中“己

所不欲，勿施于人”34便是“仁”其中一种体现。倘若人们心中存有“仁”心，那

么便不会将自己不要的赠予他人，这也是“仁”的体现。《论语·学而》中指出

“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35此

节将分段以层层递进的关系加以阐述“仁”之体现，从而达到儒家思想中所追求

的普济众生、造福人群之精神，打造天下仁的社会。 

出自汉代的儒家经典著作《礼记》中的<大学>篇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

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

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36可见，

后世儒家学者认为孔子所重视的待人处事态度应先将自己的身心修养好，才有能

 
32 钱穆，<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孔子与论语》，页 153。 
33 黎顺清，<孔子在中国教育史上的伟大贡献>《孔子教育思想研究》，页 82。 
34 [宋]朱熹译，<论语·颜渊第十二>《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126。 
35 [宋]朱熹译，<论语·学而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1。 
36 [宋]朱熹译，<礼记·大学>《四书章句集注》，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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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打理家庭，后再治理国家。先是对自我行为的约束才齐家。《论语·学而篇》

里阐述了孔子所谓的“仁”可体现为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

为仁之本与！”37孔子指出“仁”可体现于家中，像是对父母的敬意和兄弟间的

友爱都为“仁”的根本。倘若个人存有“仁”心，了解自己的身份与他人辈份之

别，那么便会懂得“孝”观念、尊老爱幼的品德。因此，儒家思想的“仁”先存

于人心中，透过对自我品行的约束称为“修己”，之后才从亲人开始体现“入则

孝”视为“齐家”。 

出外与他人交际交友时，应养成“出则弟，谨而信”38的美德。“吾日三省吾

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39孔子认为在与

他人交际需时刻注意自身的品行态度，并从“反省”角度检点自己的行为。其中，

孔子指出的反省三个重点是“忠”、“信”和“习”。“忠”是在办事时，应该

尽心尽力；“信”应待人真诚讲求信用，才能使他人信服；“习”指温习、复习

和实践。“忠信”指的是说话和行动达到一致“先行其言而后从之。”40意思是

自己说出来的话必须有实际行动兑现，敏于行、慎于言才是君子风度。因此，将

“仁”再向外开展，与他人交际时需讲求诚信，处事应尽心尽力并兑现自己的承

诺。至于“习”之见解，钱穆认为可讲“传，不习乎？”的“习”视为两个角度，

一、师傅之于己。二、己传之于人。41孔子认为学生应该时刻温习、复习及实践

老师所授予的道理知识，而自己也需先掌握其道理才能授予他人。可见，孔子认

为在外需注意的三个态度诠释了存有“仁”心，应懂得在外秉持“忠信”的处事

 
37 [宋]朱熹译，<论语·学而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0。 
38 [宋]朱熹译，<论语·学而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1。 
39 [宋]朱熹译，<论语·学而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0。 
40 [宋]朱熹译，<论语·为政第二>《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8。 
41 钱穆，《论语新解》，页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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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道，而“行有余力，则以学文”指的是“如此修行有余力，再向书本文字上用

心。”42孔子讲“忠”、“信”和“习”同时提出，能看出这三者理念需达到平衡

才是所追求的境界。 

钱穆认为“故孔门之学，乃人人‘为己’之学，亦即人人‘为羣’之学。”

43能看出孔子所谓的“仁”不仅仅体现于亲人，而是先将“仁”存于个人心中、

并将其层层递进至亲人、友人甚至是广泛至社会视为“汎爱众，而亲仁。”而，

“仁”秉持着 “修己、齐家、治国、平天下，吾道一以贯之，即在此。”44其中

儒家思想追求的便是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厚义。这种阶级下的层层联系牵动了整个

华人社会使得儒家思想足以主导整个中国社会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主要思想。以

上思想只是孔子学说或教育的一部分，虽无法涵盖全部，但笔者已重点指出做人、

做事及读书应该有的准则。因此，笔者将整理出国中和独中华文课本中与儒家思

想有联系的文本，以此看出儒家思想传承至今的价值意义。 

 

 

 

 

 

 
42 钱穆，《论语新解》，页 11。 
43 钱穆，<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孔子与论语》，页 156。 
44 钱穆，<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孔子与论语》，页 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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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国中华文教材里的儒家思想教育 

 

 

国中的华文教材是根据教育部 2015 年颁布的华文课程与评价标准和编写指

南所编写的，编写原则是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教材全书内共设有 12个单元，

每个单元内共收录了 5个篇课文，第 1 和第 2 篇课文需学生精读的课文，而第

3 至第 5 篇课文为略读课文。此外，课文体裁多样化涵盖散文、小说、诗歌、

说明文、记叙文等。内容安排设计也是根据文本的深度进行编排，使学生能循

序掌握语文的能力。除了从“精读课文”和“略读课文”栏目阅读课文外，全

文还设有“感悟·品味”栏目，用于激发学生的想象力，把所学的知识实践于

生活中。这些教材中，不是全部与儒家思想教育有关的。因此，国中华文课本

有关儒家思想的文章已整理分成以下的四个价值观有，“孝弟的观念” 、“好

学的态度”、“反省的思维”和“诚信的行为”。 

 

第一节 孝弟的观念 

 

据笔者统计国中华文课本中，中一至中五共有 17篇讲述亲情的文章。其中

收录在中一华文课本当中的第三单元——“父母的爱”与孔子提出的“孝”观

念相似。中一华文所筛选的文本篇幅较短，因中一是小学毕业之后最先接触的

课文，所以在中一里所选读的文本都比较经典、浅白易懂、价值含量较高。例

如，《中一华文》第三单元“父母的爱”中前两篇的“精读文本”中选取了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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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45的《荷叶母亲》46透过物品的描述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对世界的理解。例

如，文中的“母亲啊！你是荷叶，我是红莲，……”47将荷叶保护红莲的场景联

想至母亲对儿女的爱，以歌颂母爱的伟大，从而体现了作者的孝顺精神。 

 此外，《中一华文》里还收录了朱自清（1898-1948）所撰写的经典记叙散

文《背影》。48文中描述了父子在浦口道别的情景，以儿子的视角描写父亲背影

带出对父亲的怀念之情。父亲迈着年迈的步伐为儿子买橘，表现了父亲对儿子

的关爱。其中，四次描写父亲背影加深了读者对父亲背影的印象，深深地刻画

了父子的感情。可见，这两篇都各别阐述了孩子对父母的怀念，从而体现了孝

心。不仅如此，课本里的思考题比较这两篇文本的内容和想法。透过两篇经典

著作的相似之处，让学生思考“孝顺”观念的重要性。 

至于《中五华文》里选在“精读课文”的文章《给母亲梳头发》是选自林

文月（1933-）所著作名为《遥远》的散文集里。49这篇散文描述了母亲奉献一

生青春只为照顾家庭，但岁月流逝母亲的身体也日渐衰弱。因此，作者把照顾

母亲的细节写进文章内体现与母亲互换身份的场景，让儿女服饰母亲尽善尽孝

的责任。可见，国中华文课本中拥有最多篇章数量的价值观是“孝弟”，能看

出现代社会注重家庭里的“仁爱”关系。钱穆先生在诠释孔子曾说的“孝弟也

者，其为仁之本与!”50为孝弟是仁的根本，人懂得孝弟便是仁的体现。51孝弟是

为仁体现的条件。因此，课程编排里拥有许多“孝弟”的文章，体现“孝弟”

的美德，提醒学生实践“孝道”塑造良好的品德。 

 
45 冰心（1900-1999）是一位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 
46 《中一华文》（雪兰莪：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页 46。 
47 《中一华文》，页 47。 
48 《中一华文》，页 51。 
49 《中五华文》（雪兰莪：马来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17），页 12。 
50 [宋]朱熹译，<论语·学而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0。 
51 钱穆，《论语新解》，页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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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弟”的价值观也在《中一华文》第四单元中体现，这单元里选取

了讲述着兄弟姐妹的情谊，强调团结就是力量的精神。可见，现代教育将儒家

思想中的“弟”观念作为塑造中学生品德修养的元素。其中，展现的人间有温

情体现了人与人之间相处的友爱精神和助人为快乐之本的道理。例如，《破瓮

救友》的故事讲述了司马光（1019-1086）见义勇为的事迹。52同时，也描述他

对朋友之间的友爱且乐于助人的精神。可见，学生可从中一的华文课本简易地

了解文本中儒家思想教育价值。随后，收录在《中五华文》的《我们看菊花

去》记录了白先勇自小与患病姐姐之间的经历。53作者在文中运用了对话的写作

手法，以平日里最日常的生活状态带出姐弟之间很浓厚的情谊。可见，这体现

了兄弟姐妹间最纯朴温暖的情谊。 

不仅如此，“弟”除了体现在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之情之外，也能是情

谊之间义气的体现。《中一华文》里的第五单元<人间有温情>是一个关于用

“爱”将人与人的相处变得温馨的单元。其中收录了《桃园三结义》刘备、关

羽和张飞因志同道合而结拜为兄弟，一同共创美好盛世的故事。当时战火纷飞

的时代，他们凭着义气相互扶持成为了后事赞颂美好友谊的佳话。他们三人即

没有血缘关系，却体现了如同亲兄弟般的情谊。正是儒家思想中“悌”想要带

出的打破血缘关系的框架，从而营造出和睦的社会。 

 

第二节 好学的态度 

 

 
52 《中一华文》，页 89。 
53 《中五华文》，页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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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笔者统计，中一至中五的华文课本内与学习相关的课文共有 18篇。首

先，收录在《中一华文》的第 2个单元所探讨的“学习之乐”中，引用了孔子

曾说的“知之者不知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54鼓励学生应该热爱学习。55

学问能体现一个人的阅历，更是修正品行的关键，因此应该对学习怀有热诚，

才能感受学习的乐趣。第一篇选文名为《人生何必处处拿第一》是一篇关于作

者教育女儿如何有效的读书方法。56其中，文内更是引用了出自《论语》的“学

而时习之，不亦说乎”57和“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58成了贯穿全文的

核心思想。作者鼓励女儿应该时刻学习新事物，同时也需温习所学过的知识。

不仅如此，在学习的同时必须与思考相互配合，激发自身的想象力，让知识能

体现于日常生活中。可见，在选文的内容上能看出孔子的教育思想对现代教育

仍有很大的作用。 

课本中设有“理解与探究”的思考栏目，让学生能思考课文的知识能与自

己的想法结合。例如，询问学生假如自己是作者的女儿，看了文章后会有什么

想法。这样的思考题能看出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同时符合了课文编排的设

定，让学生亲自实践结合学习和思考的学习模式。 

另外，中二的华文课本中的第四单元《快乐学习》里的选文设置名为《<论

语>四则》59的篇章，讲述了《论语》是儒家的经典著作。其中，透过引用《论

语》中的<学而><为政><述而>阐述正确的学习态度。首先，出自于《论语·学

 
54 [宋]朱熹译，<论语·雍也第六>《四书章句集注》，卷 3，页 86 
55 《中一华文》，页 23。 
56 《中一华文》，页 24。 
57 钱穆，《论语新解》，页 2。 
58 [宋]朱熹译，<论语·为政第二>《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8。 
59 《中二华文》，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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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篇》的“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

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60学习使学者内心愉悦、志同道合者 也会因此而

聚在一起使学者内心快乐、学习是为己为道，哪怕有人不晓得，心 也不存怨

义，才会是一名在道德上有修养的人。“孔子之教人以学，重在为人之道。”61

孔子认为学习知识的同时，也应该注重品行态度上的修养。因此，孔子强调的

学习在于修身养性。  

第二句是《论语·为政》中“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62指的是温习旧

的知识能从中领悟出新知识。学习不仅是学习新知识，而是反复从所学的知识

中领悟出自己的道理，才具备为人师的条件。可见，孔子指出了学习的正确方

法，也让学生明白学习和思想并行的道理。另外，《中五华文》收录了由林语

堂（1895-1976）所创作的哲学著作名为《生活的艺术》的篇章<说话的艺术>。

63林语堂从小在儒家思想主导的社会长大，但在编辑和翻译多部有关儒学的著作

时，他结合了西方视角并以客观的角度，让儒家思想的经典著作能走向新时代

的国际文坛。在这篇节选内，“引用了孔子的话语，论证了有些书必须有了一

些历练之后读才能领悟其中道理。”64可见，学生应该时刻温习，思考所学的知

识并且加以实践才能领悟出其中道理。 

第三句是来自《论语·述而篇》，“默而识之，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何

有于我哉！”65孔子透过阐述自己为人师的态度，借此以勉励学生应秉持这三件

 
60 钱穆，《论语新解》，页 2。 
61 钱穆，《论语新解》，页 4。 
62 钱穆，《论语新解》，页 41。 
63 《中五华文》，页 173。 
64 《中五华文》，页 176。 
65 《中二华文》，页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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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才称得上是一名好老师。例如，对所学所经历的应该秉持默然宁静的态度，

不言而存之心。将学习当作是乐趣、给予他人教诲也不会感到厌倦。可见，孔

子透过传授知识者的角度来鼓励学生从教师的视角看待学习的意义，让学生懂

得老师为教育的无私奉献并明白学习价值。 

四、“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出自

于《论语·述而》篇，指的是三人行，必有他人值得我学习的地方。选择学习

优点；而反省自身是否有与他人相同的缺点，若有便改正。孔子所说的这句名

言，对孟子的“性善论”影响颇深，像是《孟子》中提到“大舜有大焉，善与

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66孟子曾举大舜愿意放弃自己的观点且乐

于学习他人的行为举止为例子，他认为行善是建立在吸取他人优点之上。由此

可见，《中二华文》将这句孔子所说的名言列入《论语》四则内，是想告诉学

生学习的态度应是时刻秉持谦虚的态度学习他人的优点而用来行善。同时，孔

子也督促学生应该拥有反省的精神，透过他人的缺点来反省自身的错误，并加

以改正。 

综上所述，国中的华文课本中在好学的思想上遵照了儒家思想的价值观。

相对于其他价值观，好学的思想是有完全引用《论语》原句的。因此，国中的

华文课本在诠释好学的思想是认同孔子的教育思想，并且希望学生能透过学习

的态度和方法悟出学习的意义和乐趣。 

 

 
66 [宋]朱熹译，<孟子·公孙丑章句上>《四书章句集注》，卷 3，页 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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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反省的思维 

 

“反省”也是儒家思想中的一种美德。人们保持谦虚的态度，时刻反省自己

的品行。每个人都不会是十全十美，因此都应该虚心学习，即便是犯了错也不要

害怕，反而是应该从中学习加以改正，就像《论语·学而篇》里提到“子曰：‘君

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67孔子认

为人应该讲求信用、自重，同时也需秉持着谦虚谨慎的待人处事态度，倘若不小

心犯错，还需时刻反省且真心改过。其中《论语》里所记录的孔子与他的学生的

言论时常都会以反问的形式，让学生思考其中的含义。 

国中华文课本中是根据价值观分类，虽说中一至中五的课文单元没有明确指

出有关“反省”的思想主题，但笔者发现编排在《中一华文》里的首个单元是教

导学生待人处事之道。而收录在内的第一篇课文名为《捅马蜂窝》讲述着“我”

因好奇心捅马蜂的故事。68在故事结尾“我”因佩服马蜂宁愿牺牲自己保护蜂窝

的行为，而开始感到愧疚。“我甚至想用胶水把这只空空的蜂窝粘上去。”69可

见，文中的这句凸显了“我”的懊悔心理，这与孔子曾提出的“过则勿惮改”价

值观相关。课文的编排将反省和为他人着想的价值观设置在第一篇章能看出中学

的华文教材中很重视反省的价值观。希望学生秉持着即便犯错也会诚心改过的心

态。 

 
67 [宋]朱熹译，<论语·学而第一>《四书章句集注》，卷 1，页 52。 
68 《中一华文》，页 4。 
69 《中一华文》，页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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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五华文》的第五单元<智者言说>中第三篇课文名为《传习录·萧惠问死

生之道》文中提到王阳明在回答萧惠对生死的疑问的时候，虽然没有直接讨论生

死，但他认为人应该时刻清醒和秉持自我反省的精神。同时，在“探究与练习”

的思考题中指出“王阳明的死生之道与孔子的‘未知生，焉知死’有何异同？”

70因为王阳明与孔子对生死的理解略同，都认为相对于探究死后生活，人类更应

该专注在真实的生活。先透过反省对自己生活理解透彻了，就能明白何为“生”

了。虽然国民型中学的华文教材中没有特别把“反省”当成主要的单元来探讨此

价值观，但从收录在中五的华文课本中的《传习录·萧惠问死生之道》篇章看出，

课本的课程编排将孔子曾提出的“反省”思想与课文的价值观联系一同并列。其

中，先是在与反省有关的课文列在成长的足迹的单元内，随后让学生分析其他作

家对反省的思想是否与孔子所说的相同。可见，不论是待人处事或是求取知识，

都应该秉持时刻反省自己的态度才能修得端正的品行。 

 

第四节 诚信的行为 

 

出外与人交际时，应该注意的行为是诚信。《论语·学而》里提到“弟子

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71指的是学生应该注重自己的德

行，对待父母应该孝顺，出门在外应该要尽责，办事需谨慎而说话需诚信，对

大众应该泛爱才是仁德的体现。此章节将专注讲述“谨而信”，收录在《中二

华文》里的第三单元<人间情分>里的《别把我当陌生人》更是将“人与人之间

 
70 《中五华文》，页 102。 
71 钱穆，《论语新解》，页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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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彼此信任，真诚相待”72为课文主旨。虽然这篇课文与儒家思想没有直接性

的关系，但文章讲述的是作者在一次搭乘火车前往新疆的途中与一名小女孩相

识的经历。作者运用成人的复杂对比孩子的纯真，使得他对待人真诚有所感

悟。 

另外，同样收录在《中二华文》里的文章《大荣姨》，文中的“我”想仗

着和大荣姨交好的朋友关系，让大荣姨放下手上的活儿先给他编织小网兜，但

却被大荣姨拒绝了。随后，“我”经历了许多，才发现“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

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73可见，文章想带出的是人与

人之间的交际贵在真诚和诚实相待。大荣姨连夜把答应“我”的编制小网兜交

给“我”表现了信守承诺的价值观。笔者认为如同大荣姨般如此真诚的待人态

度，与孔子所谓的“谨而信”相似。孔子也曾提出“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

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74由此可见，孔

子认为好朋友应该秉持三个重要的价值观，正直、守信和多闻。其中，这三个

价值观是孔子强调在交际时应秉持的态度，使社会拥有温暖情谊。 

 

 

 

 

 

 

 
72 《中二华文》，页 53。 
73 《中二华文》，页 57。 
74 钱穆，《论语新解》，页 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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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独立中学华文教材里的儒家思想教育 

 

 

独立中学的华文教材是根据董教总全国华文独中工委会课程局所拟定的标

准编写。同时，也参考了马来西亚教育部所颁布的中学新课程纲要（KBSM）。

独中的华文课本每一集可分为上下册，每一册里收录了五个单元，而单元的编排

方式是根据作品的体裁归类，像是《华文·高一上下册》中分为散文、现代诗、

唐宋诗、微型小说和传记文学。其中，单元里另含有“练习与实践”项目让学生

能掌握课文所传递的知识。这样的编排方式有助于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据笔者

统计，共有十篇讲述关于亲情的主题、八篇关于好学的精神与师生的情感、三篇

略提及与友人间忠义的态度。因此，笔者将在此章节阐述独中华文课本中的儒家

思想观念，并分为“孝弟的情感联系”、“学习的精神体现”、“忠义的态度”

和“仁与礼的联系”。 

 

第一节 孝弟的情感联系 

 

独中华文课本选文以体裁进行分类，因此可从不同体裁的文章作品中“孝弟”

的价值观。不同体裁的作品会有不同的抒情方式呈现“孝弟”的价值观。例如，

收录在《华文·高一上册》第五单元传记文学里的第二十二课，文章名为《冰心

的童年——爱》。由肖凤（1937-）是一名中国著名的传记作家，因此这篇传记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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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为中国著名的现代作家——冰心（1900-1999）所创作的。文中虽未提起过

有关“孝”的观念，但从冰心的生平事迹能感受冰心在温柔动人的爱中成长，造

就了他所创作的作品“大都歌颂母爱，赞颂自然，文笔清丽，意蕴隽永，具有独

特的艺术风格。”75可见，冰心的生平事迹影响着他的创作主旨。她的母亲和父

亲给予她真挚的爱，母亲的温柔丰富了她的情感；父亲的精神坚定了她的创作。

然而，冰心不仅拥有父母的疼爱，还与三个弟弟之间的情感深厚。文章中多次引

用冰心所创作的《寄小读者》为论证像是将三个弟弟比喻成三颗明亮的星星，体

现了冰心心中的亲情。76由此可见，文中以冰心与父母和弟弟之间的关系为例子

带出了亲人之间的情感联系，是“孝弟”价值观的体现。 

另外，收录在《华文·高二下册》第三单元《诗经》里的第十一课，名为<蓼

莪>的诗歌也与“孝”的观念有关系。诗歌中提到“瓶之罄矣，维罍之耻。”77指

的是汲水的器具已空，而盛水的器具感到羞耻。其中也暗喻着父母已离世，而孩

子未尽孝道感到羞耻。这是一篇追悼父母的诗歌，以描述失去亲人的悲痛和追忆

父母养育之恩，提醒着世人应尽早尽孝道。因此，《诗经》作为中国第一部诗歌

总集仍能引起现代读者的共鸣，是因为“孝道”的观念使人与人之间拥有情感的

联系。 

从“孝弟”的观念与国中课本进行对比，可看出两者收录有关“孝弟”价值

观的文章占比居多。然而，独中华文课本多处使用经典著作如《诗经》有历史价

值和多元体裁的作品为例子，证实了“孝弟”从古至今的情感联系。虽然独中课

 
75 《华文·高一上册》（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11），页 151。 
76 《华文·高一上册》，页 149。 
77 [宋]朱熹集传、[清]方玉润评、朱杰人导读，《诗经》<小雅·蓼莪〉（上海：上海世纪出版

集团，2009），页 2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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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中所运用的文言文较多、文章篇幅较长、词藻较深，但不论文章的外在形体都

不影响内容背后所蕴藏的精神，便是孔子所追求的“仁爱”社会。透过后世作家

的作品更是能看出儒家思想历经数百年传递的价值观念，一直都引领着华人社会

走向有情厚意的社会关系。因此，马来西亚中学华文教育体系仍视“孝弟”为中

华民族的美德，更是认同“孝弟”的观念是能拉近亲人之间的联系，并塑造有情

有爱的社会。 

 

第二节 学习的情感体现 

 

其次，独中课本所选择有关学习的文章，不仅仅只是体现好学的精神。而是

描述学生应该积极学习的同带出学生与老师之间这份浓厚的情意。《华文·高一

上册》收录一篇名为《我的老师莎莉小姐》的散文，讲述了老师的关爱改变了“我”

的命运。“我”天生残疾从小便身处于黑暗之中，自从“我”的老师出现也激发

了“我”想了解世界的欲望。从文中的“我”一次次地向老师询问“爱”是什么？

78可看出学生与老师的这份情义赋予“我”生存的意义和体现“我”坚毅的学习

精神。虽然这篇散文是由一名并非长期接触儒家思想的美国女作家所创作的，但

文中体现了学生与老师之间的深情厚谊，从老师的耐心教诲看出为人师表的态度

能给予学生的生活无限乐趣。 

 
78 《华文·高一上册》，页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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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韩愈所创作的《师说》也被编辑在《华文·高三下册》的第二单元<议

论文>中。文中指出了向老师学习的重要性，“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79

指的是老师扮演着传授知识、道理、解答困惑的角色，这些原则便是老师存在的

必要性。其中作者更是借此批判当时的社会不尊师重道的风气，还认为向老师学

习是一种耻辱的态度。因此，透过韩愈说理中对比的论点提醒世人尊师重道的重

要性，可想而知这篇文章不仅是为了拯救当时的社会风气，而作者对老师的尊敬

和情谊至今仍是学生应该学习的精神。 

从学习的情感体现，可看出国中和独中课本都很重视好学的态度。只是国中

课本中引用了《论语》加以阐述孔子曾说“习”的态度，希望透过好学的态度和

正确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从而正在地学习知识成为有品德修养的人。

至于独中课本较注重传递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只因这份情感联系使得学习有了意

义。虽然国中注重的是好学的态度，而独中注重的是学习的情感联系，但这两者

都认为积极学习仍是生活中需秉持的态度。因此，将学习视为中学生需秉持的态

度才能吸取老师所授予的知识，学有所成。其中独中课本有别于国中课本的便是

收录在《华文·高一上册》的传记文学《倾家兴学——陈嘉庚》中讲述陈嘉庚（）

的一生时，将他对教育的奉献“决心在集美首先创办一所全县最好的新学校。”

80为的是拯救当时社会腐败的状况。文中集中讲述陈嘉庚把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

都投入到教育中，体现了这份情谊背后的伟大精神。可见，教育不仅仅是培养一

个人的品行，而是透过教育灌输人们价值，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造福整个社会。 

 
79 [唐]韩愈著，<师说>《韩愈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页 130。 
80 《华文·高一下册》（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11），页 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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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忠义的情谊 

 

在待人谋事上需讲求诚信才能打造成一个有忠有义的社会。因此，独中课本

也收录了关于忠义情谊的文章。虽然篇幅相对少于国中课本，但选择的其中一篇

谈论忠义价值观的文章是选自《孟子·告子上》的<鱼我所欲也>。可见，《论语》

中所提出的诚信态度，对同是儒家思想里代表人物的孟子（约前 372-前 289）感

触颇深。因此，才会在《孟子》中提及“义重于生、义重于利和不义可耻的道理”

81人们应该为了正义牺牲自己生命才是本心的体现，而非盲目地追求利益。从《孟

子》的角度加以阐述忠义的情谊，扩大了儒家思想对后世的影响。孟子在孔子原

有的基础思想上，建立了性善论的思潮。他认为人们性本善，应该遵从礼且端正

自身的品德。文中指出“万钟则不辩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说明当

时的高官收取优厚俸禄并非忠义的行为，以批判式斥责当时的官员为了自己的利

益置百姓于不顾，与此告诫人们并强调忠义的重要性。 

虽然独中课本收录有关诚信忠义的文章不多，但透过选择《孟子》中的文章

体现忠义的价值观证明了诚信的态度能让人与人之间产生羁绊并能维持社会的

秩序稳定，更是忠义情谊的体现。由此可见，即便是独中课本里所谈论的忠义价

值观不多，但从《论语》中强调的待人处事之道确实影响着后世的品德。因此，

 
81 《华文·高二上册》（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11），页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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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两者的对比仍能看出忠义在现今社会里存在的必要，正是因为这份情谊才能

让社会有即便没有血缘关系，仍能有情感的联系。 

 

第四节 仁与礼的关系 

 

独中课本中有别于国中课本的是教育学生儒家思想的“礼”观念。其中，三

篇提及了“礼”的文章，其中两篇收录在《华文·高三下册》。第一篇的作者是

傅承得（1959-）一位马来西亚作家，曾引用老子、孟子和老子创作《如果孔子

驾车》系列的文章。他希望透过借古喻今的方式将诸子的哲学思想，以贴近现代

生活的写作方式传递价值观。作者认为现代人应该学习《论语》中孔子的思想和

处事态度，像是文中首句便指出“孔子教学的四项重点是文献知识、行为规范、

忠于职守和言而有信（文行忠信），行为规范即各钟礼制法规。”82以孔子当司

机来教育人们注重自己的行为态度。孔子驾车秉持着承礼启仁的理念，并设了两

个原则，一、自我约束，遵照守法；二、真诚待人。而首句所提到的四项重点便

是实践“礼”的行为，从文行忠信培养学生成一位掌握知识和技能的人才。其中，

这篇文章使用了古今对比的方式指出现代人应该懂得非礼勿视、听、言、动。并

约束自身的行为规范，如遵守交通规则而部长不应该接交通传票。83另外，文中

还提到《论语·为政篇》里的“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84警惕着现代人

驾车需谨慎小心便可避免让自己后悔。85可见，作者认为现代人应该学习孔子的

 
82 《华文·高三下册》（雪兰莪：马来西亚华校董事联合会总会（董总），2011），页 116。 
83 《华文·高三下册》，页 117。 
84  [宋]朱熹译，<论语·为政第二>，卷 1，页 59。 
85 《华文·高三下册》，页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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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事态度谨言慎行。通篇文章指出了透过孔子驾车的场景带出其中的价值观，是

想让学生真正了解遵循“礼”能使社会有序和有条理。虽然文中没有明确地指出

“仁”思想，但作者带出了孔子为天下着想的观念。从而，让迷失方向或失去“仁”

心的现代人先改正自身的品德修养，并应该秉持为众人着想的观念才能治国。由

此可见，独中课本在择文中选择了一篇能表达《论语》中“礼”的实践方式的文

章。 

此外，独中华文课本所收录的由龙应台所创作的文章名为《什么是文化》有

提及“礼”的重要性“是一种对自己和对他人的尊重，却代代相传。”86文中认

为华人社会的文化体现在代代相传的“礼”，像是懂得尊重自己、尊重别人、尊

重自然等行为规范。其中，作者更是引用了《论语·八佾篇》的“尔爱其羊，我

爱其礼。”87表示着孔子比起心疼一只羊，他更在乎的是“礼”。作者之所以引

用孔子阐述的“礼”是因为他也认为礼节是能凝聚社会的力量，像是除夕夜华人

社会懂得回家与亲人同聚、清明节时应为逝世的亲人扫墓和上香尽孝道。这些都

是代代相传历经数百年的文化习俗礼节，而至今华人社会仍秉持着这份精神，便

是文化之体现。可见，“礼”能凝聚人心、拉近人与人之间的情感联系，使现今

的华人社会能有稳定的秩序和明白传承的价值。因此，孔子的弟子看见的仅仅只

是祭品，而孔子却看见了祭祀的深层蕴意，这便是文化传承的价值所在。 

除了选用后世学者的作品中引用了“礼”的概念，还有一篇收录在《华文·高

二上册》的诸子散文（一）单元第一课中，名为<孔子论“仁”>。这一课摘取了

 
86 《华文·高三下册》，页 105。 
87  [宋]朱熹译，<论语·八佾第三>，卷 2，页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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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原文中孔子对颜渊解释的“仁”是“克己复礼为仁”88和对子贡所解释

的“仁”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由此可见，独中课本中选取了后

世作者加以阐述的“仁”概念，更是引用了原文典故。让学生懂得“礼”能克制、

约束自己且将心比心，推己及人便是“仁”的实践方式。独中课本中选取了《论

语》原文为典故，在“练习与实践”的单元里更是要求学生背诵文中所摘取的原

句。因此，学生熟悉原文后，再阅读后世学者符合现代写作方式的作品道明“礼”

的现代实践行为，并且传达了“礼”传承至今的重要性。至于国中课本虽未提起

“礼”的概念，但却透过“仁”中分层次所衍生的价值观像是孝顺、友爱和诚信

等相对浅白易懂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教育学生。笔者认为这两者想传递的观念皆是

教育学生端正自身的品德修养，为了塑造“仁爱”的社会。只是独中课本更贴近

地、准确地阐述儒家思想中“礼”的概念，文中也选取了《论语》中孔子与他得

意弟子——颜回89的对话。《论语》中提到孔子称“有颜回者好学”90并让其他弟

子向颜回学习。这证实了孔子在众多“仁”的解释中，向颜回解释的概念最为贴

近儒家的核心思想。由此可见，独中课本所诠释的儒家思想观念较完整，并将价

值观的传承精神归功于孔子所提出的“仁”。因此，笔者认为独中课本的选文设

计是希望学生能欣赏古圣人的智慧，从中学习并将其价值观念实践于生活之中。 

 

 

 
88  [宋]朱熹译，<论语·颜渊第十二>，卷 6，页 125。 
89 颜渊又称颜回。 
90 [宋]朱熹译，<论语·雍也第六>，卷 3，页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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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语 

 

 

总而言之，这份报告简单地整理了国中与独中华文课本中的儒家思想。虽然

从词藻和篇幅方面，国中华文课本中都相对浅白易懂、文章篇幅也比较短、文言

文与白话文的占比较少，但这文章所传递的儒家思想教育体现了儒家思想至今仍

是华人社会重要的教育观。其中，透过两者的对比可看出国中华文课本中根据价

值观编辑文章单元，而笔者将其分类为四个价值观如，孝弟、反省、好学和诚信

都是能体现“仁”的思想。相比之下，独中华文课本虽不是以价值观编排文章单

元，但在<诸子文学>单元里有选取《论语》的原文为授课内容供学生阅读。此外，

独中华文课本所选取的文章不仅仅只是体现儒家思想教育的价值观，而更多是注

重价值观背后所蕴藏的精神，像是孝弟体现了孩子与父母、兄弟姐妹之间的情感

联系、学习时，学生与老师的关系、出外时，待人处事的态度与社会的连接、礼

存在的必要性与传承价值。由此可见，不论是国中或是独中课本都认为儒家思想

拥有存在且能教育现今华人社会的必要性，这也是儒家思想之所以能历经数百年

传承至今的意义。 

另外，国中华文课本中提出与儒家思想有关的价值观只停留在该价值观所给

予的意义，而独中华文课本在文章中阐述价值观的同时会顾及社会层面的意义与

情感的联系。因此，虽然两者所关乎的儒家思想教育层次不同，但既已提出孔子

曾在《论语》中所提及的观念，那么儒家思想必然有存在的价值。现代年轻人的

社会可视为科技冷漠，以孔子之言倘若少了“礼”克制、约束自己，那么将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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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社会有情感的联系，这便是此论文的价值。最后，完成这份论文的时间仓促和

有些材料的不够完整，所以对现代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实际体现和困境等方面的

研究尚有不足之处。因此，未来研究可进一步谈论儒家思想在马来西亚教育的未

来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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