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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经济全球化、“一带一路”等战略的影响，来华留学生日渐增多，所呈现出来的道德问题也不少。对于以上现象我们所采取的

措施只是解决而非根治，主要原因是缺乏先进的国际教育理念。本文从人的全面和谐发展的角度出发，积极探索西方全人教育理念，培养留

学生全面发展，提高留学生的道德素质，培养具备完善人格的“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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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世纪的中国正是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除了政治、经济、

文化等强大之外，对外教育的水平也需跟上国际教育水平的步伐。在习

近平“立德树人”背景下，强调高校要以树人为核心，以立德为根本，

肯定了道德教育的重要性。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也非常重视道德教育，

提出“道德普遍地被认为是人类的最高目的，也是教育的最高目的。”近

年来留学生的道德教育引起了学术界的一些专家和学者的关注，针对留

学生“重两基，轻道德”的教育问题达成了共识。为了使我国的高等教

育质量同世界国际化教育水平相同步，在全人教育（holisticeducation）

理念下，培养留学生的健全人格，加强他们的道德教育至关重要。 

1 全人教育理论的内涵特征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西方学术界出现了一批全人教育的思潮。美

国的隆˙米勒(Ron Miller)是当今著名的全人教育者之一，是提出现代

意义上“全人教育”的第一人，他提出的全人范式(holistic paradigm)

的概念，认为从全人的本质来看，精神性更胜于物质性。从当今时代来

看，也就是说教育应更着重于人的内在，比如情感、创造力、想象力、

同情心、好奇心等，尤其要注重自我的实现。 

全人教育倡导以“育人”为本份，强调以开发人的理智、情感、身心、

美感、创造力和精神潜能为教育目的。鼓励学科的互动与知识的整合，主

张学生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平衡，注重生命的和谐与愉悦。其核心在于

教育目标、学习方法、教育内容的根本转变，它充分尊重人发展的潜在可

能，充分尊重人全面素质培育的现实性。简而言之，“全人教育”就是培

养学生成为有道德、有知识、有能力、和谐发展的“全人”（whole person）。 

2 留学生道德教育实施全人教育的必要性 

教育不仅是一种学习新知识、新技能的过程，它需要充分发现并发

展人的潜质，培养学生具有完全健康的人，实现生命的真正价值。全人

教育理念注重知识、能力和素质的协调发展，为培养高质量的留学生人

才具有重要的意义。 

2.1 教学过程中的整体性与全面性 

“全人教育”这个词语所表达的意义是直观的，也就是培养全人，从

“全人”这一层次来说，全人教育认为其具有整体性属性。所谓的整体性，

是指人具备多种能力和素质，每一项都具有无限发展的可能，它们相互

关联并以某种方式联结为一个整体，整体各部分的变化将导致整个系统

的变化。因此，教育就是要致力于促进学生这些素质整体和谐发展。现

在我国对留学生的教育仅此停留在单方面汉语知识教育，对其思想和行

动上的错误，没有给与深刻的重视和正确的引导。忽视了对留学生的道

德素质、实践能力、个性发展、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教育，这些做法都

没有关注到人的整体性。因此，在教育过程中，我们要积极倡导全人教

育整体性发展观，促进学生整体发展。 

全人教育的全面性包括了教育对象的全面性和教育内容的全面性。

这与我国的素质教育不谋而和，都旨在面向全体学生，尊重学生的个性

差异，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我国在留学生的教学过

程中普遍重视知识的传递而忽视学生的全面性发展。而绝大多数来华汉

语学习者学习汉语的动机基本上也是工具性的，这两种倾向显然不利于

学生的全面发展。从教育学的角度来看，人的成功本质上不是取决于知

识，而是取决于健全的人格。因此，如何在重视“双基”的基础上培养

学生健全的人格，这才是我国留学生教育的本质所在。 

要实现这个目标，最理想的办法就是对留学生的全面教育，这样才

能培育出全面发展的人才。 

2.2 教学方法上的差异性与贯通性 

全人教育是面向全体学生的教育，是关注学生各个部分全面协调发

展的教育。在教育过程中，不同的教学对象有不同的个性差异。“只有完

美的全人教育，即发展丰富的协调的人格，才是培养发展伟大个性之所

在”。不同来华留学生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宗教信仰差异、文化差异以及思

想氛围差异，在对留学生的教育中，我们要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因材

施教。充分发挥每一位学生自身所特有的专长，引导学生发现自我，使

其自身价值得到充分的认可。目前，我国对留学生的教育遵循 “趋同化”

的管理原则，忽视了留学生的发展特性，违背了“全人”的特性，遏制

住了留学生教育水平的提高，没有向世界展示出中国特色教育的本质。 

全人教育致力于把培养“完整的人”作为教育目标，从而实现“全

人”的发展。尊重学生的个性化差异，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把传统的

灌输式教学方式转变为以学生自主探究为主的教学模式。作为全人教育

的一个特性贯通性，要求培养学生具有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培

养的是“完整”的人。在全人教育理念关照下，我国的汉语国际教育专

业作为留学生接受中国文化知识教育的主要渠道，教学内容应该以“知

识、能力”为核心转变为“知识、能力、素养”为核心。在教学方式上

不能搞“一刀切”或灌输式，要超越孤立的词汇、语法的知识学习，强

调语言与生活相联系。因此，我们对留学生的培养不仅仅是会说汉语会

写汉字的人，应该以发展人的创造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尊重来华留

学生的文化差异，造就出一批批具有较高的国际化素质的支华使者。” 

3 结语 

用全人教育理念来指导我国留学生道德教育，是一个既创新又艰难

的教育过程中。我们不但要善于应用国内的教育理论，还要吸收和借鉴

国外优秀的教育理念。为我国来华留学生打造出一套健全的教育体系，

进一步提高留学生教育水平和服务质量，打响我国“留学中国”的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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