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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2-《中国传统哲学》 
一:教学目标： 

1.  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 

2.  了解哲学主要流派 

3.  了解各哲学流派基本观点和代表人物 

二： 教学重点 

1.  掌握儒家、佛家、墨家、法家、道家的基本思想主张，以及代表人物 

2.  掌握儒家、佛家、墨家、法家、道家等思想的起源与发展流程 

三：教学难点 

1.中华传统哲学对天、地、人 3 者的关系，以及相关思想，以及代表人物 

2.掌握儒家、佛家、墨家、法家、道家的基本思想主张，以及代表人物 

四：教学时数：90 分钟 

五：教学用具：多媒体播放器，课件、相关辅助教学材料  

六：教学过程及内容教学过程及内容 

1.教学思路： 

（1）讲解通过天、地、人的关系对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进行讲解，包

括天人合一、阴阳变易、中庸之道； 

（2）详细讲解中国传统哲学的诸多流派，包括儒家、佛家、道家、墨家、

法家等思想的起源、发展历程，以及发展历程中相关朝代的哲学书籍、思想、人

物。 

2.教学手段： 

（1）通过情景导入引入本章知识，分两节从总体角度和流派角度阐述中华

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 

（2）按朝代的由古至今的更替，逐步阐述不同流派哲学思想的产生、发展

以及消亡的过程； 

（3）安排课后思考，对本章所读知识进行温习。 

3.教学资料及要求：  

除教材中的文字案例外，可对传统哲学的代表人物与书籍、言论、事迹进行

归纳总结，并全面翻阅《荀子·天论》、《礼记·中庸》《论语》等相关经典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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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深学生对中国传统哲学相关知识的了解。 

4.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传统哲学的主要思想    

一、人与天的关系：天人合一   

二、阴与阳的关系：阴阳变易  

三、人与人的关系：中庸之道  

第二节    中国传统哲学主要流派   

一、儒家  

二、道家  

三、佛学  

四、墨家  

五、法家  

中国古代哲学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起主导作用。古代传统的文学、艺术、教育、

科学、宗教、风俗等莫不受其引导和影响。中国哲学凝聚了中华文化的基本精神，它

是 5 千文明发展的智慧结晶。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宗教的功能基本上是由哲学来承担

的。自古以来，中国人对宇宙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生活意义的解释、对价值信

念的确立以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终极依据，都是透过哲学加以反映、凝结和提升的。

在西方文化中，宗教处于核心地位。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哲学处于核心地位。 
一、中国哲学的萌芽 
古代哲学萌芽于商周之际，西周初年的《尚书》提出五行学说，认为：金木

水火土是构成世界的最基本的事物，《周易》以八卦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的关系。

周易所包含的占卜科学理论令今人大惑不解，以致出现了《易经》热。总之，五

行说、八卦说、阴阳说 、包含着最朴素的原始的哲学思想。 
（一）五行说 
所谓“五行”是指：金、木、水、火、土。《尚书·洪范》中以金、木、水、

火、土为构成世界万物最基本的物质。古代思想家用上述五种物质说明世界万物

的起源，既是多样的，又是统一的。 
总的来看，五行生克表示的是物质基本形态的变化，五行相互作用，产生

万物无穷的变化。在事物的相互关系中，基本作用的方式是相生（促进）与相克

（抑制），这是一对矛盾，矛盾的任何一方又可分为两方面，即：“我生”“生

我”“我克”“克我”四种变化。 
（二）阴阳说 
殷周时期有了原始的“阴阳”观念。这是古人根据日光的向背和季节、气候

等自然现象的变化规律得出的一种直观的哲学观念。一些思想家把阴阳看做是自

然界两种基本的、互相对立和此消彼长的物质力量，把阴阴阳交替看做是宇宙变

化的根本规律和普遍法则。老子认为“万物负阴而抱阳”，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在

阴阳消长中变化的。《易传》提出“一阴一阳谓之道”，把阴阳的概念上升到了

哲学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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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末期，以邹衍为首的阴阳五行家，把阴阳和五行观念揉到一起，倡导

阴阳五行说，认为物质世界是由阴阳二气构成的。金木水火土是构成百物的基本

元素，阴阳五行家是科学和巫术相混杂的学派。 
（三）八卦说 
《周易》古经以八卦说明自然现象和社会关系。所谓八卦，指的是乾、坤、

震、艮、坎、离、兑、巽，它们有各自的卦形。构成这些卦形的基本符号只有两

种，这就是阳爻一，和阴爻--，它们是构成《易经》一书卦形符号体系的两个最

基本的单位。 
古代思想家认为，八卦分别象征着自然界的八种事物，另外，八卦还分别具

有一些特定的象征意义和性质。《易传》就是以此为据来解释自然现象和人类社

会的发展变化的。如图所示，是八卦最常代表的事物。 

八卦 乾 坤 震 巽 坎 离 艮 兑 

自 然

界 
天 地 雷 风 水 火 山 泽 

人 君父 母 长男 长女 中男 中女 少男 少女 

意义 阳刚 柔顺 
安静 

惊动 
决定 

优柔 
寡断 

困难 
障碍 

明亮 
光热 

停止 
独立 

喜悦 
吉词 

方位 西北 西南 正东 东南 正北 正南 东北 正西 

场所 都市 村庄 雷电 店铺 地下 医院 高地 饭店 

  
此表说明易经中的八卦能用于各种预测。能用于解释各种现象。两相结合

可能解释各种现象。 
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脉络 
（一）从远古时代的阴阳、五行和八卦观念开始，中国哲学走上了它的发展

历程。 
（二）春秋战国时期，诸子蜂起、百家争鸣，哲学思想异常活跃，涌现出

许多如孔子、墨子、老子等重要思想家，形成儒、墨、道、名、法、阴阳、兵、

农家等学派。它们既相互争论，又相互吸收，既互相渗透，又互相补充，成为我

国民族精神文化的不同基因。 
（三）东汉以降，印度佛教传入，经过改造而成为中国佛教，中国化佛教哲

学包含了很多的哲学思想传统。 
    （四）宋明时期，理学亦称道学，主承儒家学说，吸取道、释家之思辨，

形成了程（颢、颐）朱（熹）理学和陆（九渊）王（阳明）心学。 
（五）明清之际，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方（以智）、

颜（元）、戴（震）等思想家们在承接哲学思想传统的同时，以初步的民主意识

和科学意识呼唤“启蒙”，显露出走向近代哲学思维的熹微光亮。 
其中影响最大的四大思想资源是原始儒家、原始道家、中国佛学、宋明理

学。最终由儒家和道家思想占据统治地位。 
    三、原始儒家哲学 

（一）原始儒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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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儒家是指先秦时期的儒家学派，代表人为孔子、孟子、荀子等，原始儒

家的经典有《诗》、《书》、《礼》、《乐》、《易》、《春秋》。据说都是孔

子校订过的教学用书。他们自己的著作有《论语》、《孟子》、《荀子》、《大

学》、《中庸》。 
原始儒学提出创造性的生命精神，强调“天道”、“地道”、“人道”思

想，重视“天”“地”“人”的三才思想，通过“正德、利用、厚生”去“立德、

立功、立言”，在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完成人之生命。 
（二）儒家的哲学思想 
儒家思想是一种以“仁”为内在的思想核心、以“礼”为外在的行为规范、

以中庸为辩证的思维方法、以“知、行、学、思”为其认识论的一整套关于人生

道德的哲学思想。儒家的哲学不是从认识论、反映论的角度去探索哲学，而是从

精神境界、道德修养、自我完善的角度去探讨哲学的真谛。儒家哲学更侧重人生

哲学，研究处世之道。 
   四、原始道家哲学 

原始道家的代表人物是老子和庄子，《老子》和《庄子》两本书是把握道

家哲学思想的经典，老庄哲学是自成一套的宇宙观、认识论、方法论、自然哲学

和人生哲学。其中《老子》为老子关于宇宙生成的专门著作，前后理论一贯，层

层推出，哲理庞博，用韵精细，是一首意味深长的哲理诗。《庄子》一书的哲理
性也很强。老庄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如同苏格拉底和柏拉图在西方哲学史上

的地位。 
    关于儒家和道家处世的态度的不同，我们可以从他们对一首歌谣的解释

中看出来： 
“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浊我足” 
 孔子听了这收歌谣，深有感触的教诲弟子说：“小子听之，清斯濯缨，

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孔子的意思是，水自身的或清或浊，决定了它或享“濯

缨”之荣，或遭“濯足”之辱。水的境遇是由它自身的内因决定的。孟子进而阐

发道：“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而后人毁之，国必自伐，而后人

伐之。”孟子的意思是，人的荣辱、国家的兴亡，都是由其自身的内因决定的，

正如流水，自身的清浊不同，便会受到不同的对待。孔、孟用《沧浪之水》旨在

强调人们应当加强自身的“仁”的修养。反映了一种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 
    道家的解释则是：“沧浪之水清的话，我用来洗帽带，沧浪之水浊的话，

我就用来洗脚，不管是好环境还是坏环境，我都拿来为我所用，我们不必考虑如

何改变环境，关键的是考虑如何适应环境。 
    五、中国佛教哲学 

印度佛教传入中国后，经过从汉代到唐代六百余年的消化、吸收和改造，形

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哲学。最具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华严宗和禅宗。 

中国佛教智慧采用否定、遮拨的方法（并不仅仅限于这一方法），破除人们

对宇宙一切表层世界或似是而非的知识系统之所“执“（着），以求获得精神上
的自由、解脱，而直悟生命的本性（本真）。中国佛学各宗派有一套自己独特的

运思模型。 
六、禅宗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认为自性是佛、平常即道，

一旦见到自己的真性和本有心灵，就了解了终极的实在和得到了菩提（智

慧）。 
六、宋明理学中的哲学思想（亦称“道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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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是儒、道、释三大思想资源与传统在宋、元、明时期新的综合，它

以儒学为主干，融摄道、佛的智慧，建立了以理气论、心性论为中心的道德形而

上学体系。 
  

第二节   中国哲学的宇宙观念和人生境界 
  

一、创造的宇宙，创造的人生 
（一）中国哲学的宇宙观是生生不已、大化流行的宇宙观。 

（二）宇宙间万事万物是不断变易的，宇宙间的一切变动流转之中，变化

是普遍的，没有终极的。 

（三）儒家有诗教、礼教、理学的传统。 
（四）道家讲超越的价值。 
培育真、善、美统一的理想人格是中国哲学的真谛。 
 二、天人之际，性命之原 
这是讲天人关系和人的地位两个问题。 
（一）人是天地生成的，人类的活动要顺应自然变化的规律。 
（二）人与自然界既有区别又互相统一。 
（三）人是天地间最可宝贵者。 

    三、人生境界 
“境界”说是中国人生哲学的一大特色，所谓“境界”是中国哲人追求的

理想人格之至极的一种精神状态、精神天地。中国各派哲学所追求的精神境界并

不完全相同。 
按照中国哲学的传统，道德境界有道德价值，天地境界有超道德价值。近

代学者冯友兰将古人所说的人生境界抽象一番，划分出四个等级：即自然境界，

功利境界，道德境界，天地境界。 
  

第三节    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 
  

    中国传统哲学各家各派有着各不相同的思维方式。中国古代哲学家在

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的过程，体现出两大特点：一是：兼重分析与综合，二

是崇尚直觉本悟。 
    一、逻辑分析与辩证综合： 

分析就是在头脑中把事物整体分解为各个部分进行思考的过程。中国古代

的哲学家，固然欣赏整体动态、辩证综合与直觉体悟的思维方式，但更善于把逻

辑分析和辨证综合结合起来，加以运用。 
   二、崇尚直觉本悟： 

直觉本悟就是依靠未经充分逻辑推理的直观感受而体悟事物。它主要依靠已

经获得的知识和积累的经验为依据，加以顿悟。 
儒、道、释三家所共通的、最高的智慧与境界，即是通过直觉体悟的方法来

彻悟最高的存在。 
三、中国古代哲学的行为方式—知行动态统合 
知行关系问题是中国哲学家特别重视的问题之一，它所涵盖的是理论理性

与实践理性的统一。中国哲学家们偏重于践行尽性，履行实践，言行一致，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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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一。他们要求按照哲学信条，身体力行，集知识和美德于一身，不断地把自己

修行到“无我”的境界。 
宋、元、明、清时期，知行问题的讨论渐趋成熟，广泛涉及到知行的先后、

难易、轻重、分合以及格物致知的方法与判断真、善、美标准等方面的问题。 
第四节    中国哲学思维的特征 

  
全世界数百个民族各自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关注着茫茫宇宙，从而形成了各具

特色的哲学观念、宗教信仰。中国人在思想的海洋中遨游数千载，逐渐形成了独

具特色的中国式的哲学思维方法。 
一、浓郁的伦理色彩 
西方有则幽默小品说：一位教师以大象为题，让各国学生作文。法国学生写

的是《大象的情爱》，俄国学生写的是《俄罗斯的大象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大象》，

德国学生写的是《大象的思维》，中国学生写的是《大象的伦常》。这则小品对
各国不同思维习惯的概括未必确切，但却反映了外界对中国人思维特点的直观评

价。事实上，纵观中国文化，的确属于道德型文化。作为文化思想精华的哲学，

自然也渗透着浓厚的伦理色彩，这成为中国传统哲学的一大特征。 
二、重人轻神的无神论传统 
在中国文化思想体系中，伦理道德观念始终处于中心位置，因此使中国思想

体系中宗教色彩相当暗淡，呈现出反有神论的鲜明倾向。这是中国传统哲学的第

二个特征。 
三、贯穿古今的辨证思维 
发达的辨证思维是中华民族哲学思维的又一特征。这一特征在与各国哲学的

比较中，更显得早熟、丰富与深刻。 
阴阳五行说是辨证思维的开端，而道学的辨证思想标志着辩证法思想的飞

跃。后来荀子、董仲舒、程朱等都把辨证统一思想作为思维的主线，而从印度传

来的佛教也在中国哲学的辨证思维滋养下成熟起来，成为中国化的佛学。 
 

5. 问题讨论 

1、儒家学派是由春秋时期的孔子创立的，其主要思想是什么？ 

2、《道德经》中说：“为无为，则无不治。”是什么意思？ 

6.小结 

1.了解文化及中华传统哲学的主要内容、特征和主要流派。 

2.了解中华传统哲学的意义，认识各哲学流派并了解其基本观点和代表人物

等。 

 

7:思考及作业 

1．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国传统哲学中“天人关系”的认识。 

2．中国的哲学流派众多，谈谈你对这些哲学流派的认识。另外在这些哲学

流派中给你印象最深的哲学家是谁，其主要哲学思想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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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有人说“生活中处处都有哲学”，那么中国的传统哲学对于现实生活又有

哪些作用呢？谈谈你对此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