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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论语》看孔子的教育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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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论语》展示的教育目的论、教学方法论、求知论三方面探计孔子的教育哲学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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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al View of Philosophy 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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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0rds：the ecb：c叫 lc|us；pl1i10s叩 c view ofeduca~on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创 

立的儒家思想自汉代董仲舒提出的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以来，逐渐成为我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其影响 

之大，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是任何一种思想都无法比 

拟的。他开办私学，杏坛讲解，广招第子，诲人不倦， 

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是我国古代社会教育的前无 

古人的集大成者和承上启下的奠基者；他提出了有 

教无类，学而优则仕、举贤才等一系列教育思想，在 

教育理论方面给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精神遗产。 

《论语》是研究孔子教育活动和教育思想最可 

靠、最基本的资料，是在孔子死后，其弟子和再传弟 

子根据自己所记而汇集编成的书，故日《论语》。《论 

语》的成书年代大约在春秋战国之交，全书共有 20 

篇，以孔子的言行为主，也杂有其弟子的言行，是无 

系统的语录和记录体裁。全书所搜集有关教育的言 

行317条，内有孔子的教育言行333条。《论语》基本 

上是孔子及其门人的教育和教学实录。 

任何一个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总是要受其政治思 

想和哲学思想的制约。孔子的教育思想也不例外。 

在哲学思想方面，一方面，他相信有所谓“天命”，认 

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要求人们知天命，世界观 

基本上属于唯心主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未知生． 

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怀疑鬼神的存在。 

他既说过“天生得于予”，“唯上智与下愚不移”这一 

类的话，同时又提出过“性相近，习相远”的命题和重 

视“学而知之”的主张，在孔子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 

想中存在保守与进步交织，唯心与唯物并存的情况， 

反映在他的教育哲学观，自然也是瑕瑜互见。 
一

、教育目的论 

从教育目的看，孔子办教育的目的是为了培养 

能担当从政复礼任务的君子。面对当时礼崩乐坏． 

名兵颠倒，犯上作乱，天下无道的混乱世情．孔子想 

通过教育的方法来培养治国安邦的贤才，以达到他 

实行德政的政治目的。孔子所提出的“贤才”，就是 

德才兼备的人，用孔子的话说，便是“志于道，据于 

德，依于仁，游于艺”．同时．孔子还特别重视人的知 

识修养、实际工作能力和强健的体力。概而言之，孔 

子私学要培养的人才规格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一)品德标准 

孔子认为人才应首先具备仁德的修养，因为这 

是从政的根本。所谓“为政以穗”，就是这个意思。 

伦理思想是孔子哲学的重心 ，孔子之道即是“仁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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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指出：“君子去仁，恶乎成名?”他把仁德看得高于 
一 切，至上至尊：“君子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 

是，颠沛必于是”，“朝闻道，夕死可矣”，“志士仁人， 

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他认为“苛志于仁 

矣，无恶也”。可见 ，在孔子衡量人才的标准中，德被 

列为第一位的尺度，这就奠定了德在中国历代衡量 

人才标准中的首要地位，对后世培养人才、选拔人才 

时坚持仁德标准影响深远。 

(二)知识标准 

孔子主张“学而优则仕”，强调应把学识作为衡量 

人才的叉一重要标准，对没有学识的人不能授以重 

任，否则，便是“贼夫人之子。”孔子认为，“君子不器”。 

人才应注意“敏而好学”，“学而不厌”，“学如不及，犹恐 

失之”，进而通过“好学”的途径而致“博学”的境界，不 

要担心别人不了解 自己，面要担心自己的才能，他要 

求弟子从 自己做起——“克己复礼”，“修己以安人”， 

然后才能达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的。 

(三)能力标准 

孔子“举贤才”的目的是要求贤者从政，治国经 

邦，因此他认为人才必须具备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 

没有独挡一面的工作能力的人，纵然饱读《诗》、 

《书》，也毫无价值：“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 

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孔子还特别提 

倡“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的真才实学。反对“暴虎 

冯河，死而无悔者”的鲁莽行为。他的这些观点对我 

们今天注重人才培养仍不乏启迪作用。 

(四)体质标准 

孔子认为，人才应注重强身健体，合格的人才应 

是健康乐观的人。他的教学内容“礼、乐、射、御、书、 

数”六艺中有射、御两项体育项 目，足见其对人才体 

质的重视。清代学者颜元对孔子这种重视人才体育 

训练的思想做出了很高评价 “孔门司行礼、乐、射、 

御之学，健人筋骨，和人血气，调人情性。” 

孔子提出的教育目的是以培养以天为己任，恪 

守善道的君子，他想以学而优作为标准推举贤才，步 

人政界以实现复礼之大业。从这个意义上，孔子的 

教育目的是引导人们向后看，是消极保守的。从客 

观效果讲，孔子对教育目的提出了“学而优则仕”、 

“举贤才”的主张，打破了自殷周以来形成的仕途贵 

族世袭制．顺应了新兴地主阶级要求参与政治分享 

权力的愿望，符合社会的发展，对以后教育与政治的 

关系以及政府官吏的选拔，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因 

此，孔子的教育目的是积极的。 

二、教学方法论 

(一)启发诱导 

孔子在教育史上第一次精辟地表达了启发式教 

学原则的内涵，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 

以三隅反，则不复也。”按照宋代朱熹的注解：愤者， 

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欲言而未能之貌。启，谓 

开其意；发，谓达其辞。就是说只有当学生进人积极 

思维状态时教师才适时诱导、引发，帮助学生打开知 

识的门扉，端正学习的方向，即“开其意”“达其辞”。 

可见，孔子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激发学 

生的积极主动性，通过教学培养学生“举一反三”的 

思维能力。孔子启发诱导的教学思想，深深地影响 

了此后历代教育家，成为我国教学思想的精华。《学 

记》说：“教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引面弗抑，开 

而弗达。”宋代朱熹也说：教师“只是做得个引路底 

人，做得个证明底人，有疑难处，用商量而已。”现代 

教育学使用的“启发”，就是从孔子那里继承的；今天 

教学实践普遍采用的“启发法”，实发端于孔子，因 

此，孔于是我国启发教育的首倡者。 

(二)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指教师应该针对不同的客体而运用不 

同的方式施行教育。正因为“夫子之门何其杂也”，所 

以“孔子教人，各困其材”，表现了孔子丰富的差异心 

理学思想。如学生存在智力差异，孔子说：“唯上智与 

下智不移”，“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 

语上也”；学生存在性格差异，“由也果”(果敢)、“赐也 

达”(通达)、“求也艺”(多才艺)、“柴也愚”(憨直)、“参 

与鲁”(迟钝)、“师也辟”(偏激)、“由也彦”(鲁莽)。他 

认为人的性格可以分为三类：“狂者”、“中行”、“狷者”。 

学生还在能力、特长、态度、志向等方面存在差异。孔 

子的因材施教是在两个层面上进行，其一是在具体教 

导中各因其材而措施不同；其二是对学生随其材情造 

就。孔子创造和利用了学生充分的心理准备状态，最 

大限度地调动了学生学习的主动性。这些教学方法 

至今仍闪耀着人类智慧的光芒。 

(三)学、思、行相结合 

孔子主张学生学习时应注意主要由学、思 、行构 

成的学习过程的完整性。认为学—思—行从整体上 

构成了学习过程的基本模式，学生学习时必须注意 

处理学一思—行三者的辩证统一关系．做到学思结 

合、学行结合，思行结合。 

学思结合。孔子主张学思并重，他强调：“学面 

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吾尝经日不食，终夜不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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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思，无益，不如学也。”据此，学习过程中是否善于 

思索成为他衡量学生是否好学善学的标志。可见， 

孔子看来，学是求知、求能的起点，如果思不以学为 

根据，只能陷人空思冥想；如果所学知识不够扎实、 

广博，还会限制智能的发展。孔子还认为学离不开 

思，因为思有助于学。因此，孔子要求学生养成勤于 

思考的习惯，提倡“君子有九思”等，还对学生进行 

“举一反三”、“一以贯之”、“能近取璧”、“叩其两端” 

等思维方法的指导，以发展学生思维能力，使其善于 

思维，促进学习 

学行结合。孔子特别强调学行统一、学以致用。 

他要求学生一定要做到把所学的知识用之于实际， 

与实际行动结合起来，孔子重视“行”的思想对后来 

的教育理论与实践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思行结合。孔子已能看到思与行的辩证关系。 
一

方面，他提倡“好谋而成”，赞赏“三思而后行”的季 

文子，认为思对行有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孔子又强 

调对行应进行“反思”，即由行反之于思。他倡导的 

自省自克修养原则，要求人们“反求诸己”，注意对自 

己的言行进行反省，其中包含由行到思的反馈。 

孔子的学 、思、行相结合的思想，为后世教育家 

继承和发展。由于要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学生学习的 

认识规律和特点，至今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孔子的教学方法中也有一些消极的东西 ， 

如他“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强调继承，忽略创造；他 

共己以待，问焉则止。譬若钟然，扣则鸣，不扣则不 

鸣”，消极地等待他人来问，而不是积极主动地麓教 

于人。他还重视传播和学习书本知识，轻视生产劳 

动，轻视向社会学习。这些方面是孔子教育方法的 

消极面。 

三、求知论 

孔子曾说：“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 

知为不知，是知也。”这就是说，学生在学习时要注意 

养成实事求是、严肃认真的学习态度。孔子还提出 

了四点要求：“毋彦 、毋必、毋固、毋我”。即对待问 

题，不要任意猜测，不要主观武断，不要固执成见，不 

要自以为是。与此相连，他提倡在学习中要有“阙 

疑”的精神。他说：“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 

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就是说，多听，有怀疑的 

地方加以保留，其余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说出， 

就能少犯错误；多看，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其余 

足以自信的部分，谨慎地实行，就能减少懊悔。这些 

都是有价值的见解。孔子自己就是采取这种态度。 

《论语》的记载表明孔子的教育哲学是具有朴素 

的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的中庸之道。孔子在教育、教 

学领域中首次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范畴，比如学与思， 

学与行，知与行 ，博与约等；孔子主张“过犹不及“， 

“欲速则不达”，反对对矛盾双方的任一方作片面的 

强调，“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教诲弟子学 

思结合，学思并重；孔子设文、行、忠、信四科，以六艺 

教人，为社会培养了许多经邦治国的人材，孔子之后 

的两千多年里，在中国占统治地位的世俗教育，是其 

世界观中唯物主义因素的反映。在两千多年前，孔 

子具有“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 

得，齐之以札，有耻且格”以及庶、富、教和“足食”“足 

兵”“民信”等思想，表明他能用整体的相互作用的观 

点理解教育与政治、经济之间的有机联系。他是教 

育史上第一个人文主义教育思想家，他重视人的生 

命，人的价值，人的主观能动性，孔子把教育立足在 

作为主体的学生身上，他教导学生：“弟子人则孝，出 

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 

文。”他指责“苛政猛于虎”，批评“不教而杀谓之虐 。 

极力主张“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凡此种种表明孔子 

对人的爱惜与尊重。他在人性论的基础上所提出的 

“有教元类”的教育对象观，破除了贵族对教育的独 

占，使教育向平民开放，而且丰富了“爱人”的内涵。 

在教学方法上的因材施教，注重启发思考也贯穿了 

对人的注重，把发动教育对象的自觉放在教学活动 

的重要位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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