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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大学》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典之作，其中德本财末核心经济理念对提升大学生的道德修养、完善高尚人格、

树立正确的财富观、增强大学生的文化民族自信心及培养社会和家庭责任担当意识均具有积极的针对性实践意义。德本财末

的财富观教育是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所需优秀人才应当必备的素质教育，是新时代高等教育必要而紧迫的教学任务和所面

临的教育大课题。德本财末对大学生廉洁教育具有理论指导意义和实践借鉴价值。

Abstract: University is a classic work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which the core economic concept of taking 
virtue as basis and wealth as end is of positive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improving college students’ moral cultivation, improving 

noble personality, establishing a correct view of wealth, enhancing college students’ cultural and national self-confidence as well as 

cultivating the sense of social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y. The education of the view of wealth is the quality education that excellent 

talents should hav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economy and society. It is also the necessary and urgent teaching task and the 

major educational task facing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It has theoretical guiding significance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value for 

the integrity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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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新时代，中国经典经济学在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中日益凸显出重要性。把中国经典经济学中德本财末核心

经济理念融入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实践中具有极其

重要的教育价值。文章拟对中国经典经济学在大学生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及高校将德本财末融入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的路径进行深入的阐述与分析。

2 中国经典经济学在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中的重要价值与意义

《大学》的核心理念是“修身”，强调天子与庶人皆以

修身为本 [1] 。中国经典经济学在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中具有重要意义，原因在于，中国经典经济学揭示的原

理是要求大学生转变观念，认识到经济问题的本质是道德行

为问题，是伦理问题。大学生只有真正洞悉曾子“德本财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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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国经典经济学的核心理念，才能真正窥探当下世界经济

之道的“天机”。“德本财末”核心理念能使大学生深刻地

认识到：中国经典经济学是“天人合一、德财相应”的经济

哲学与“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社会哲学相贯通的、自性的、

圆觉圆融的学问；人的一切正、邪、善、恶的思想和行为，

必然会引致出相应的吉、凶、福、祸的现象，所以经济学其

实就是改正自己的不良习气以实现美好生活的学问；财富是

德行的附属品；生财有大道，通过利他甚至是大利天下的方

式或者途径来实现个人的财富自由，通过把握天时、地利、

人和的全部自然伦理机遇来实现经济梦想，与人为善而不与

人争，与时逐而不责于人，非我之财而不取，所以这样的经

济学普及，将大利天下万世万民。这样，使大学生逐渐化育

成为自觉自律管理个人、社会和国家经济生发、发展与运行

的自性经济学思想与智慧的人。这正是对大学生开展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教育的宗旨与目的的其中应有之义。

3 高校将德本财末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中的路径

培养大学生正确的价值观、高尚的道德观和德本财末的

财富观，是一项系统化综合性教育工程，有利于培养大学生

树立正确的德财价值观、德财管理能力、德财经济思维、德

财社交能力、德财恋爱婚姻和德财家庭教育等。积极响应党

中央对教育工作的总体部署，紧跟新时代发展要求，传承和

弘扬中华道德经济文化的优良教育传统，能够使大学生德财

教育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深度融合，吸取德本财末核心理念

之精华，在正义与利益之间做出正确的决择与取舍，为培养

新时期优秀大学生提供坚强有力的文化理论支撑。马克思认

为，观念的东西是移入人的头脑并进行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
[2]，由此将德本财末融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的路径可

通过以下几方面展开。

3.1 德本财末经济核心理念教育从新生抓起
德本财末教育的目的是防患于未然，将财富观教育纳入

校本研究课题，结合高校实际的财商教育，将大学一年级新

生通过心理教育，以班级为单位开展感恩父母、节约经济等

主题班会活动，培养新生的团队协作能力和班级凝聚力，以

班集体经济价值理念感化每一个人。培养大学生正确认识和

把握财富与财富规律的能力，大学生能意识到自己对财物的

无度挥霍是由父母苦不堪言的生活所支撑的。树立正确的校

风校纪，营造一种比道德、比人品、比学习、比节俭、比感

恩的浓厚高校文化氛围，对大学生要进行访问谈心，引导学

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自信心，不崇拜家庭经济条件优越的

学生，不歧视家庭经济条件差的学生。在校园里，每个人的

人格是平等的，不追风不追星不攀比消费，树立过度用父母

的血汗钱消费是一种可耻的行为。抵制大学生不良校园贷，

做到早教育预防，早发现纠正处理，让学生真正从不能过渡

到不敢和不忍挥霍钱财。以德为本，正确地接人待物及为人

处事，生财之道即是做人之道，理财是做人的学问，生活有

节有度是德行培养的关键，大学生从自己的性格思想、德行

与修养等方面逐步养成习惯，培养高尚的智慧和判断力，明

白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道理，合法合理去挣钱。以德善财，

修身养性，安身立命，一心向善，修身自律，提升生命境界，

以善养心，以德为本的道德生活与道德实践，在学习生活实

践中，成就道德的自我才能抵制物欲横流的不良影响，使自

己的身心沉静和安定下来，以善德抵制诱惑，从而升华到真

正的道德修养实践，是来自内心自省自发的自我主宰，达到

以心治物之效果 [3]。正确看待金钱和名利，树立正确的利益

观和金钱观，才能真正实现德本财末理念。

3.2 加大德本财末文化熏陶力度，营造校园全方位

教育氛围
正确的财富观指引大学生通过符合法律和道德的情况下

去挣钱发家发业致富，实现最大的人生价值，这样的人生才

是更加有内涵有意义的人生。高校利用各类媒体为载体，加

强德本财末文化的正能量传播，把传统文化和德本财末文化

相互渗透与融合，通过宣传栏、校园之声、校园官网、校报、

教室、宿舍文化墙、微信公众号、班级 QQ 群和微信群等媒

体工具全方位宣传正确的财富观念，结合本校的实际情况编

写系列德本财末文案，拓展大学生第二课堂教育，开设文化

教育的社会实践、社团活动、知识讲座、智力竞赛、戏剧、

脱口秀、小品等文体活动展现出来，拍摄成以德本财末为主

题的优秀文化宣传片，以寓教于乐的形式对学生隐性教育。

依照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的特点，改编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教育的方式、方法与内容，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有

针对性地采取个性化宣传案例进行教育，全方位渗透到大学

生的生活、学习和工作过程之中，营造文化氛围，以最大可

能激发学生对德本财末文化的热情与兴趣，德为立身立命立

世立事之根本，不能把钱财看得很重，人生最可宝贵的身心

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有钱未必家庭婚姻幸福，有钱未必买

到爱情和家庭，留给孩子金钱和财富，不如培养后代德本财

末的价值理念，德行善举才是最持久的财富，造福百姓子孙

后代；仁德之人以财发身，无德不仁之人以身发财，祸及子

孙后代。

3.3 管理者—班主任—教师—辅导员—宿舍管理员

一体化德本财末理念教育
重德轻财，以人为本；以德为重，以钱财为轻。人的幸

福不在于物质表面的占有和索取，而是心灵和精神的丰富。

高校依照新时期学生自身的特点，结合学校特色文化建设，

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出适合于不同生源学生的德本财末融入

优秀传统文化课程的教育机制，全方位落实德本财末教育文

化的内容，积极探索出引领大学生自行实践的有效措施，保

证教育制度能够切实有效可行。此外，高校应该对大学生的

学习效果与效率加以全方位的分析和评判，制定出有效的深

层次、多角度和全方面的教育体系，构建管理者—班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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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辅导员—宿舍管理员融合为一体的全方位教育模式，

贴近大学生的生活与思想，针对性地引导和教育他们。一些

学生学习目的是赚钱，并以工资多少衡量自己的幸福、快乐

与成功，处处攀比，拜金财富观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加剧。有

些大学生从小养成一味地索取，自私自利获取钱财，日常开

支非常高，出手大方，挥霍浪费，对财富表现出不珍惜、不

尊重，从来不考虑父母的经济承受能力，过着超出家庭正常

消费水平的衣食无忧的生活，体会不到父辈的艰辛和努力。

有些学生每天还要靠千里之外的父母打长途电话叫醒起床，

让人惊叹和担忧。针对大学生现实生活中存在虚荣心强、攀

比心理强、拼爹拼妈、攀比名牌名车，把高消费当作一种身

份象征和个人价值体现等浮夸现象。学生以富贵病的状态自

居，是缺乏生活目标和德本财末教育所致。大学生裸条贷款、

校园贷等现象，反映出指导大学生如何理解财富，树立健康

的财富观，已经成为大学生教育的当务之急。培养大学生的

理性消费观和诚信观，即对诚信的根本观点和态度 [4]。弘扬

和传承优秀文化传统，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导向的德本

财末财富观，全方位系统化进行勤俭节约、学习理财教育理

念，使大学生懂得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道理，养成艰苦卓绝

的良好作风，确保德本财末优秀文化实践教育顺利有效地

开展。

3.4 财商 + 情商 + 智商三维并举教育
财商是大学生最需要具备的自我生存和自我修养能力，

高校要重视大学生财商教育。财商、情商、智商同等重要，

是大学生追求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相辅相成的重要保障，大

学生的财商教育是大学生素养教育的基本体系之一，大学生

应具备理财的知识技能、思维意识、品格修养，理财教育要

与专业教育相融合，理财教育应成为大学生的通识教育的主

要形式，确立大学生财商素质教育的地位，以大学生为中心

和主体开展理财通识课程，以家庭为辅助教育，以社会为实

践媒介，与网络平台多维度融合为一体的教育体系，唤醒大

学生自身的财商潜能，合理规划自己的每日零花、生活钱、

月供等，养成理财的习惯和意识。购物时要比较实体店和网

购的差价，买性价比较高的生活用品和学习用品，主动参与

勤工俭学社会实践劳动，日常经济消费依靠自身的努力和能

力获得零用钱，并学会有计划地支配钱财，储存钱财，体验

到挣钱的不易，感恩父母多年辛苦的养育。逐步培养大学生

正确理财的习惯、思维和能力，懂得如何正当地拥有财富。

正确合理地运用金钱，区分自己需要什么和想要什么即

需求和欲望的区别。以自省自己的内心，洞察自己的内心，

反思自己的内心，做到时刻提醒自己。不与他人攀比，饮食

能以光盘行动自律自我。非己之财，弃而远之，只使用一张

信用卡，远离校园贷等不良贷款，掌握财务安全知识，避免

电信电话诈骗。在老师的指导指引下求职打工，防止误入不

正当的传销活动陷阱。学会储蓄金钱和闲钱投资，培养自己

的理财意识和兴趣，掌握理财的金融基础知识，养成合理消

费，科学用钱理财的优良习惯与品质，逐步提升理财能力，

最终达到积极奋进、感恩家庭、感恩父母、回馈社会和家庭

的责任担当，成为开拓人生的价值和生命价值的经济独立主

体。对大学生进行德育教育，在修身的基础上养成高尚的道

德观念和自律意识，在修身养性基础上，形成德本财末的理

论基础，成为大学生实现德本财末修养的内在动力。培养大

学生德本财末素养的提升、价值观的形成以及修身养性的实

践，廉洁修身养性，形成良好的道德品质是建立德本财末观

念的基本要求，培养大学生德本财末意识和思想的养成是关

键环节。心灵自觉的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是抵制诱惑的力

量源泉，以道德心善心滋养自我，心清自明与天地日月共长

久，这是人最可宝贵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真实的自我，做到自

我心安便一切自安。

3.5 打造德本财末网络教育平台
首先，开设以德本财末文化为主体的官方网络平台。高

校可以开设理财网络平台进行网络课程教育，开设微信、微

博和公众号，根据新时期大学生的阅读习惯和品位，每日推

送以德本财末为主题的不同教育题材的文章与文案，文章的

标题应该有创新意，多种多样的形式和内容，比如使用符

合大学生习惯的流行语、网络语，用短视频以及直播等，记

录身边发生的以德本财末为本位、为主体的视频动态元素，

建设一个成熟完善、精准到位的优秀网络教育平台。其次，

打造一个师生互动、生生互动的信息互通交流教育平台。大

学生发现了感兴趣的话题或文化材料时，可以随时发表自己

的感言，在网络上与大家分享，并且鼓励给微信号或公众号

投微稿的作者，给予一些鼓励和奖励，激发大学生能自动、

自愿和自主地参与本活动，老师要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德本

财末观与正确的舆论导向，传播具有正能量的德本财末财富

观。最后，开设德本财末的经济文化共享课程。紧跟新时代

教育发展的脚步，开设经济理财选修课，不断丰富德本财末

财富观的教学内容，创建一个将德本财末融入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的具有影响力和号召力的网络线上课堂，指引学生树立

正确的财富观，线下课外要充分运用多媒体的育人功能，让

大学生积极自愿地搜集材料和案例，以学生喜闻乐见的方式

提升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把网络平台等微课公开课每日投放

给学生，把中国经典经济学德本财末的核心理念以轻松、快

捷的节奏传播、推广并渗透于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学习之中。

让学生深刻感悟正义之财长长久久，不义之财转瞬即逝，有

道德才能获取福德的道理。大学德本财末教育的关键是大学

生内修、外塑、修身养性的实践廉洁教育的路径和过程。

3.6 将德本财末教育融入大学生的职业思想理念教

育之中
以德为本，以利为末，生财取财有仁德之大道，金钱以

道取之，以德得之，以道和德对其驭之。用合理合法的手段，

用智慧的勤劳的双手创造和积累财富，方可久远。培养大学

生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观和职业价值观，能够在就业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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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廉洁奉公，奠定好道德品质修养的坚实基础尤为重

要。从事职业不仅仅是一个人谋生的手段和赚钱养家糊口的

工具，而是树立为国家和社会无私奉献、利国利民利自己的

事业价值追求。工作不只是为了自己升官发财，而是当好官

发合道合德之财。从大学生的思想动向和现实生活出发，正

确引导他们确立把握德与财、利与义的辩证关系，具备德本

财末的管理能力，以德为本的管理理念和思维能力。人之德

行是立身、立命与处世之根本。只有以德为先的理财和生财

之道才能久远。君子取财应有道，以正当的途径发家致富，

绝不能以身试法、以身发财，树立正确的理财观，反对铺张

浪费，崇尚勤俭持家，是有德之人必备的道德修养。人的私

欲应该有节有度，取财于社会，用之于利国利民，先义后利。

不行贿受贿、不挪用公款、不占集体和单位的利益，正是德

本财末核心理念教育融入大学生职业教育的重要性的具体

体现，引领大学生树立高尚的职业价值观、职业追求和职业

理想，正确对待和处理自己的职业身份、社会地位、工资待

遇、理想与现实，集体和个人的关系，形成德本财末的人生

价值理念与正确的判断力，以更好地服务社会，以利国利民

作为最崇高的职业追求和职业目标。获取钱财要靠正当的手

段，抵制不义之财的诱惑，要有素养和觉悟，面对非自之财

不动心。拥有了钱富足之后，要心怀一种超脱的态度正确对

待钱财，人生格局要大，做钱财的主人，不要把钱财看得太

重，把钱花到正需要的地方，要慷慨做慈善事业于大众，不

仅使自己的身心得到提升发展，而且能受到人们的尊重，社

会威望得到提升，精神上得到富足。不炫耀，不奢华，不摆阔，

不挥霍浪费，把财富用于回馈社会，回馈人民，回馈祖国，

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之目的。保持简单而朴素的生活，

不要做低级趣味的贪婪之人，使德本升华为心本，心灵能够

自省自觉，内心不为物欲所累，不为功名利禄所役，不为财

富所惑，无私则乐，无欲则刚。最终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正

己化人，身正为范，是中国式的德本财末管理道中之人，以

自身的德行去影响别人、感染别人、感化别人及感动别人。

要站得高，看得远，人生格局大才能走得更久、更健康。

4 结语
财富观与大学生健康教育息息相关，是成为国家政治经

济建设人才的重要因素。文章分析了中国经典经济学育人的

重要价值和意义，通过全方位营造校园德本财末文化熏陶力

度，管理者、班主任、教师、辅导员和宿舍管理员多管齐下

进行德本财末教育，网络教育平台，大学生的职业理念教育

等渠道，详析了高校将德本财末融入大学生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教育中的路径，以期为德本财末教育研究提供精神食粮，

起到指导性启迪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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