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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认为教育主要有开发民智和为国家培养人才的双重作用，人才的标准是“德”、

“智”、“体”、“美”兼备。为了培养高素质的人才，孔子在教学中将“六经”与“六艺”结合起来，使学生

既能受到文化艺术的熏陶，又能受到初级科学、技术的教育与锻炼。孔子的这些思想，对于中国高

等教育改革所面临的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素质教育如何推广，创新教育如何推进等问题的解决，

有着积极的借鉴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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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教育思想有许多极优秀的东西，研究并继承

孔子教育思想中精华的东西，对于中国高等教育改革

有着现实的价值。孔子的教育思想是一个丰富而博

大的体系，孔子关于教育的作用及目的的思想、孔子

关于教育任务和教学内容设置的思想、孔子关于教学

原则和教学方法的思想等，都值得我们去继承和发

展。

一、孔子与“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

教育平等与教育效率是教育、教学过程中的一对

主要矛盾，二者之间的关系如何直接影响到教育发展

的方向和教育社会功能的发挥。孔子在两千多年前

虽没有明确提出关于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的理论，但

是，孔子的教育理论中已然包含着这方面的思想，并

在孔子有关教育的作用和目的的论述中得以体现。

孔子认为教育的作用首先表现在为国家培养治世的

人才。他说：“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

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1］（《论语·先进》）他明确

主张让包括“野人”（社会中、下阶层的人）在内的人学

习礼乐，并从中选用人才为国家所用。孔子的学生子

夏也说；“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1］（《论语·子张》）

子夏的“学而优则仕”可以说是对孔子这一思想最好

的注脚和补充。这也可以从孔子周游列国十四年寻

求实现政治抱负的人生经历，以及许多孔门弟子纷纷

走上从政之路得到佐证。例如，子贡为鲁、卫相，子夏

为魏文侯师，等等。其次，孔子认为教育的作用，表现

在开发民智、提高全民素质方面。他说：“民可，使由

之；不可，使知之 。”［1］（《 论语·泰伯》）意思是说，当

人民懂得（礼乐）的道理的时候，就引导人民照着（礼

乐）的道理去做；如果人民不知道（礼乐）的道理，就引

导教育他们使其明白（礼乐）的道理。他还说：“不教

而杀谓之虐”［1］（《论语·尧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

之”［1］（《论语·子路》）就是说，不先对人民进行教育、

任其去犯错误，然后却要杀掉他们，这叫着“虐”民；不

先对老百姓进行教育、训练，便叫他们去打仗，等于让

他们去送死，这叫做“弃”民（抛弃民众）。在教育的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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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作用中，孔子认为前者是主要的，因此孔子教育的

主要目的是培养“进于礼乐”的“君子”，即受过教育的

治世人才，从而使教育为国家、为社会服务。有人据

此认为孔子的教育思想是“精英教育”，我认为不尽

然。其一，孔子所培养的“君子”与他以前或者别派所

称的“君子”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有所不同，孔子所培养

的“君子”既有贵族出生的又有来自社会底层的所谓

“野人”。其二，在教育的对象上，他明确提出“有教无

类”［l］（《卫灵公》）的思想。他说：“自行束修以上，吾

未尝无诲焉。”［l］（《论语·述而》）意即，只要送给我一

点拜师礼，我从没有不教诲的。可见孔子对于教育的

平等性也是很重视的。孔子的这种教育观，可以说既

体现了教育的平等—开化民智，又强调了教育应追求

的效率—培养于国家和社会有用的人才。中国的高

教改革对这一问题的把握，依然值得作进一步的探

讨。高等学校收费制度的建立、高等学校扩招、高等

学校后勤社会化改革都体现了教育平等的追求取向。

一方面，这适应了中国社会和经济快速发展对人才的

需要，也保障了众多学子接受高等教育的平等权利；

但另一方面，由于师资力量普遍的相对不足、管理上

的遗漏、教育质量评估机制的不健全，许多高校在教

育质量方面已不能保证。从表面上看高等教育得到

了快速的发展，实质上是过分追求了教育的平等，而

教育效率却并不见得有多大的提高。真正的教育平

等的实现必须以教育效率的实现为前提，没有教育效

率的教育平等是没有多大意义的。因此，通过竞争机

制实现教育资源的最优化配置，建立健全高等学校的

多层次教育质量评估体制，已成为高等教育改革应强

调的重要方面。教育平等和教育效率是对立统一的，

它们既相互制约又相互依存，二者不可偏废。孔子这

方面的思想，无疑很具有借鉴意义。

二、孔子与“素质教育”

孔子教育的目的既然是培养“进于礼乐”的“君

子”，那么教育的标准和如何培养“君子”，就成为教育

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一部《论语》提及“君子”一词

共有 l04 次之多，几乎全是这方面的论述。孔子认为

教育应从“德”、“智”、“体”、“美”、四个方面进行人才

的培养，只有培养出四个方面都兼备的人才，教育的

任务才算真正完成。孔子从他的政治伦理思想出发

将德育置于其教育思想的首位，他认为只有具备了

“德”的人，才能实现德政，才能治国安民。孔子所谓

的“德”育主要是指培养具有“仁”、“礼”、“义”道德品

质的人。这些道德品质不外乎是孔子所倡导的“忠

恕”、“孝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套封

建道德规范。孔子“德”育的内容受历史时代及其阶

级立场的限制，在现代已失去其价值；但孔子重视

“德”育的思想，在任何时代都具有现实的意义。孔子

认为“智”与“德”有着密切的关系，有智则不愚，不愚

才可杜绝德的流弊。例如，就拿“仁”来说吧，无智者

容易为“爱人”的感情所蒙蔽。同时他还认为，“智”对

“义”也有积极的意义。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

之，可谓智矣。”［l］（《论语·雍也》）从现代心理科学的

观点来看，智的品质就是人的智能。它包括人的观察

能力、想象能力、记忆能力、思维能力等，其中以思维

能力为核心。孔子认为，培养这些能力是智育的主要

任务。如何培养这些能力呢？孔子认为要“多闻”与

“多见”即“多闻阙疑，多见阙殆”［l］（《论语·述而》）以

及多学与多思，“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l］

（《论语·为政》）。关于体育能力的培养，孔子认为应

从两个方面着手：其一是对学生进行饮食和卫生保健

方面的教育，使学生们养成良好的饮食卫生习惯，以

增进健康、培养强壮的体魄。［l］（《论语·乡党》）篇中，

孔子提出了一系列在今天看来依然不乏科学性的饮

食、卫生知识。例如，“食 而 ，鱼 而肉败，不食”

不吃腐烂变质的食物；“失饪，不食”不吃烹调不当的

食物；“不时，不食”饮食要定时；“肉虽多，不使胜食

气”、“唯酒无量，不及乱”不暴饮暴食；以及“食不语，

寝不言”等。其二是对学生进行体育、军事训练，这可

以从孔子的教学内容中得到证实。孔子以“六经”和

“六艺”教学，“六艺”中的“射”、“御”两项科目，既可以

看作是孔子教学中的“体育”课，亦可看作是“军事训

练”课。在古代，由于没有专门的军事训练学校，很可

能孔子将二者揉和起来在私学中一并给予传授。起

到既锻炼了身体，战争时期又能立即为国家所用的作

用。孔子也非常重视对学生进行“美”的教育，即美

育。孔子的美育主要是指培养学生美的心灵、美的情

操、美的语言、美的仪容等。关于美的心灵，孔子说：

“里仁为美”［l］（《论语·里仁》）即心里具有“仁”的高尚

品德就是美。美的情操，则是指培养学生对文学、艺

术、音乐和大自然等的兴趣，以陶冶情操、修身养性。

至于美的语言，他说：“不学诗，无以言”［l］（《论语·季

氏》）是指，不学诗就不会有美的语言，就不善于与人

交谈。因为，在先秦《诗经》被认为是“雅言”，即最美、

最优雅的语言。而美的仪容，孔子的标准是“望之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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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即之也温”［l］（《论语·子张》）就是要求学生们外表

既庄重斯文，又温和谦恭。孔子将“德”、“智”、“体”、

“美”综合起来作为“君子”的修身必备，全面提高学生

们的素质。

上文提到，孔子私学的教学内容为“六经”和“六

艺”。其中“六经”是孔子自己整理编撰的我国历史上

第一 套 系 统 的 教 科 书，即《诗》、《书》、《礼》、《易》、

《乐》、《春秋》六书。而“六艺”在西周或更早时既已有

之，是 孔 子 继 承 西 周 传 统 文 化 的 体 现。“六 艺”即

“礼”、“乐”、“射”、“御”、“书”、“数”六项艺能。“六经”

侧重于文化理论知识的学习，而“六艺”则侧重于实践

和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的学习。许多学者认为“六经”

中的“礼”、“乐”和“六艺”中的“礼”、“乐”是一回事，

但从孔子教育学来看并不是一回事。“六经”中的

“礼”、“乐”主要是讲授理论知识，“六艺”中的“礼乐”

主要是实习、掌握“礼”、“乐”以运用于实践，类似于我

们现在的教学实习课。“六艺”中的“射”、“御”、“书”、

“数”分别指射箭、驾驶车马、书法、数学四项技能。因

此，孔子的“六艺”和“六经合起来应该是十二门课程。

从其内容来看，很有我们现代所理解的“文理”结合的

意思，孔子以此来提高学生学识方面的修养。孔子以

“德”、“智”、“体”、“美”为标准，以“六经”和“六艺”为

内容的教学，为中国古代培养了众多德才兼备的高素

质人才，这种教育模式也被沿袭了两千余年。而这种

教育模 式 培 养 出 来 的 人 才 可 以 说 是“文 理 兼 备”、

“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综合型人才。从未

来世界人才发展的趋势来看，这种“通专兼容、文理兼

备”的复合型人才更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而且，

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也非常符合中国目前正大力倡

导和推进的素质教育。长期以来，受应试教育的负面

影响，“重成绩，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 ”的现象依然

存在；再则，科学技术发展所带来的实利和可视的物

质财富培养出急功近利的思想，“重理轻文”的现象也

比比皆是。孔子“素质教育”的思想，对于我们针砭时

弊未尝没有借鉴意义。

三、孔子与“创新教育”

孔子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有许多值得称道之

处。例如，“因材施教”、“循循善诱”、“学思结合”、“闻

一以知十”、“温故而知新”、“身体力行”等等。由于孔

子在招收学生时坚持“有教无类”的原则，学生的智力

水平、基础、悟性等都参差不齐。因此对学生们进行

教育，“因材施教”就成为最为科学的教学原则和教学

方法。他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

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l］（《论语 ·子罕》）意思是

说，有些学生可以一起学习，但未必可以一起取得同

样的学业上的成绩；可以一起取得同样的学业上的成

绩，又未必可以一同身体力行；即使可以一同身体力

行，又未必可以在力行的过程中一起通权达变。由此

可见，学生彼此之间的智力水平和悟性相差多么大。

孔子从学生智力水平的实际状况出发，将学生大致分

为“上智”、“中人”、“下愚”三等。他主张：“中人以上，

可以语上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l］（《论语·雍

也》）就是说，中等智力水平以上的人，可以同他谈论

高深的道理；中等智力水平以下的人，不可以同他谈

论高深的道理。在教学中，孔子善于根据学生们的基

础循循善诱，使学生们能达到循序渐进的目的。通过

启发诱导，孔门弟子学习的积极性大为提高，学习进

步也很大。颜回曾深有体会地说：“仰之弥高，钻之弥

坚，月詹之在前，忽然在后，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

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l］（《论语·子罕》）孔子在整

理三代文化遗产时强调“述而不作”，注重保持文化遗

产的原貌。但对于文化学术而言，他主张“和而不同”

的文化观。他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l］

（《论语·子路》）意思是，君子以“和”为准则，但不盲从

附和，而有自己的见解；小人盲从附和，而没有自己的

见解。有自己的见解便是创新，没有自己的见解便是

盲从。如何培养这种创新能力呢？首先，孔子提出要

将学与思结合起来。他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

则殆”［l］（《论语·为政》）。即是说，只学习而不思考，

必然消化不良而无益；只思考而不学习，必然流于空

幻而有害。孔子关于学思关系的见解确实是十分精

要的，它实际上成为后代教育家共同遵循的思想基

础。其次，孔子非常赞赏和鼓励学生们在学习中主观

能动性的发挥。他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

不以三隅及，则不复也。”［l］（《论语·述而》）意思是说，

不到他想明白而不得明白的时候，不去开导他，不到

他想说出而说不出的时候，不去启发他。告诉他四个

角落中的一个角落他却不能推想出其他三个角落，我

就不再教他了。他的学生颜回能“闻一以知十”［l］

（《论语·共治长》），子贡能“闻一以知二”［l］（《论语·学

而》）、“告诸往而知来者”［l］（《论语·学而》），便是具有

这种创新思维能力的成功范例。再次，孔子提倡“温

故而知新”的学习方法。论语的第一句话就是：“学而

时习之，不亦悦乎”？［l］（《论语·学而》）同时，孔子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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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当仁，不让于师”，“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这

实际上是提倡一种务实创新的教风和学风。孔子不

仅从理论知识和思维能力方面对学生进行培养、锻

炼，而且非常注重“身体力行”。他说“君子”应该“敏

于事而慎于言”，即多做少说。还说“君子”应该“言必

信，行必果”［l］（《论语·子路》）。在孔子身体力行思想

的教育下，他的学生大都成为实行家而不是空谈家，

“仲尼既没，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

小者友教士大夫”［2］（《汉书·循吏传》）从孔子的教学

原则和教学方法来看，也能给中国的高教改革以启

示。孔子在教学中所倡导的“因材施教”、“循循善

诱”、“学思结合”、“闻一以知十”等思想，与我们目前

所推崇的创新教育模式何其相似，“创新教育就是通

过教育对受教育者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创新思维

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挖掘、训练、强化，提高受教育者

的创造力。”［3］孔子的这种教育方法，无疑为我们提供

了一种可供选择的创新教育模式。

孔子的教育思想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以人为

本”。近年来，国际教育界对“人本”教育理念的追求，

反映出一种大的趋势。将孔子的教育思想运用于现

代的高等教育有着现实的结合点，这也是中国高教改

革中“古为今用”理论的基础。中国的高教改革任重

而道远，我们不能只提倡“洋为中用”，照搬西方的教

育理念和管理方法，“古为今用”也有着如同“洋为中

用”一样的现实价值。关键是个结合点的问题。孔子

教育思想对中国高教改革的启示，本身也是一种大胆

的尝试，对于我国高等教育而言，就应立足在自身传

统的基础上，汲取先进的理论为我所用，发展自身与

走向世界双方互动。愿我的观点能为高教改革提供

一点新思路，拓展一片新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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