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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早期自主学习理念对当代大学生自主学习的应用研究 

周萍  杨英超 

（青岛黄海学院山东   266427） 

摘要：随着现代信息技术的日益发展和高等教育的深化改革，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得到大力倡导与实践，大学生线上与线

下的自主学习日益得到重视。我国早期教育思想体系从教育形式、教育思想、教育实践活动等层面突出以“学”为中心，并形成许

多值得当代教育借鉴的成果。该文在梳理我国古代自主学习理念基础上，分析和挖掘这些理念对推动当代大学生自主学习发展的指

导价值及可供在实践中使用的方法，从而发挥我国早期自主学习理念的当代价值，在教育发展上实现中华优秀教育文化的传承与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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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提出

“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学习型社会的建设必然要求每

个学习者变为能够自主学习的人。高校是开展人才培养的的地方，

更需要注重学生自学能力的培养，让学生实现主体性的学习，因为

“自我教育是体现本质、真正生效的教育”。根据《学会生存—教

育世界的今天和明天》的内容，文盲在在未来的社会里不是代表那

些不识字的人，而是指未学会如何学习的人。不仅要学到什么，更

重要的是学会怎样学习成为现代教育发展对受教育者的要求。由此

可见，当代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理应得到重视，这其中包括

了对借鉴和运用我国早期自主学习理念的探索。 

1.自主学习的内涵 

国内外的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阐述自主学习的内涵。在自主学

习研究不断发展的过程中，自主学习的内涵不断丰富。在这个过程

中，国内的庞维国教授和国外的齐莫曼教授的观点对促进自主学习

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对理解自主学习的内涵更具有指导意见。

在已有的研究上，笔者认为自主学习指学习者完全没有他人指导的

绝对独立自主的实施学习活动，或按照培养目标和要求，按照教师

指导借助多样式的教学活动、发挥学生的主体地位而开展的相对独

立自主的学习活动。 

2.我国古代自主学习理念的特征表现 

中国自主学习的思想源远流长，虽然未明确提出“自主学习”

的概念，但多位思想家和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及教育实践活动中蕴含

着自主学习的基本理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包括古代卓越的思想家

和教育家孔子、孟子，近代教育家俞子夷和陈鹤琴，近现代中国杰

出的教育家叶圣陶和陶行知等等 

中国早期教育思想体系的特征是以“学”为中心。来自于华东

师范大学的杜成宪教授在著作《早期儒家学习范畴研究》中提出，

“中国古代教育思想说到底是一种学习思想。” 

（1）教育形式上凸显“学”的特征 

我国古代以“学”为中心的理念在教育形式上如教育机构、教

育活动、学校教育的日常制度等进行了清晰的体现，使学生从直观

上感受到对学的重视，也经常性地提醒人们要关注学生的“学”。

譬如在古代，人们以“学”命名各类教育机构，如太学、国子学、

府学、州学、县学、乡学、学堂、学舍等；与教育相关的活动如大

力发展教育事业称为“兴学”、与教育相关的事务、业务称为“学

务”；与学校教育有关的规章制度称为“学规”；对教育事务管理负

责的人员被称为“学官”或“学政”；论述教育的文章著作也多以

“学”命名，如最早的关于教育的专著称为《学记》、突出教化的

文章《劝学诗》、《劝学文》等。 

（2）重视学习者自主学习意识的培养 

中国古代学者非常重视学习需要先立志。学习乃为“修身、齐

家、治国、平天下”。立志反映了学习者对自身学习的要求，是自

主学习的先决条件。王夫之指出，“有自修之心则来学，而因以教

之。若未能有自修之志而强往教之，则虽教无益”。古代的学者在

提出“立志”的基础上，进一步就怎样立志阐述了观点。首先立志

要坚定。如墨子所说“志不疆（强）者智不达”。其次立志要专一。

志向是人学习与奋斗的动力，专心是实现目标的基本要素，二者相

互依赖。孟子在《孟子.告子章句上》中以下围棋来形象的描述学习

中专心致志的重要性。北宋的张载在《经学理窟·义理篇》中提到

“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最后立志要远大。《论语》

提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

无所得矣”。 

（3）学习方式中蕴含着自主学习的思想 

首先倡导启发式学习。“启发”源于古代孔子的启发式教学精

髓“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习需要与思考相结合，正所谓“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习需要质疑善问，“学者要会疑”。

学习要做到如孔子所说“温故而知新”，在回顾旧知识的过程中求

得新认识。 

其次倡导因材施教。这一思想最早有圣人孔子提出并在实践中

运用。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孟子进一步发展了因材施教的思

想，在《孟子.尽心章句上》将不同的教学概述为“君子之所以教者

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财（材）者，有答问者，有

私淑艾者。此五者，君子之所以教也。”随后众多学者如朱熹、王

夫之、陶行知倡导因材施教的育人理念。如陶行知在《大公报.创造

的儿童教育》一文中论述儿童培养时提到“需要因材施教”。 

最后倡导学习者的主体性地位。孟子在《孟子.离娄章句下》中

首次明确提出“自得”的思想，即“君子深造之以道，欲其自得之

也”。后被程颐、朱熹、王夫之、王守仁等教育家继承并发展。近

代著名的儿童教育家陈鹤琴在多年教育实践和改革的基础上提出

“要在做中教，做中学，做中求进步”的“活教育”的思想，强调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书育人思想。在继承我国传统教育思想精华和借

鉴国外先进教育教学理论的基础上，我国著名的教育学家叶圣陶先

生提出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教育思想，其核心之一是“教是为了

达到不需要教”。这一理念倡导要在施教的过程中确立学生的主体

地位，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培养学生的自学习惯，使学生具备自

主学习的能力，最终实现“不教”的目的。 

3.中国古代自主教育理念在大学生自主学习培养中的应用 

（1）营造全方位的自主学习氛围 

根据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情景是学习者使用语言进行信息交流

的社会环境。高校虽不能实现中国古代那样对教育活动在形式上以

“学”命名，但其营造氛围的思想值得借鉴，使学生能随时随地都

能融入到学习环境中，促使学生自主开展学习。 

高校营造全方位的自主学习氛围需要从硬件和软件两个维度

实施。硬件包括现代化各类教学场所建设、教学资源的完善丰富、

教学设备的及时更新和校园辅助场所如广播站等。教学硬件的建设

是营造良好英语学习氛围的必要条件和物质保障。软件主要侧重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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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环境的建设方面，包括教风学风、师生关系、 教师职业素养

等，它能够潜移默化地作用到学习氛围的营造上, 促进或限制学生

的自主学习活动。 

（2）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机 

学习动机是激发、维持个体进行学习活动，并使学习活动朝一

定学习目标努力的一种内部动力。高校管理者及教师要从外部刺激

学生单个活动的自主学习转变为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机，使自主学

习成为学生的自发、自主、自愿的行为。在激发学生自主学习动机

时，应通过第一课堂、第二课堂的结合增强学生的理想信念教育，

关注学生的个体发展需求与承担的社会责任相结合，引导、帮助和

支持学生树立远大的理想目标，实现“立大志”。在支持学生目标

实现的过程中，老师要积累激发学生动机方面的知识和技能，加强

教育的自我反思，提高自我效能感，从而给学生正向的支持和引领。 

（3）改革教育方式，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需要教师率先行动，积极改变以教为

中心的教育理念，打破传统的老师“一言堂”的局面，树立以学生

为中心、成果导向的教育理念，把教知识转变为教学习方法、学习

策略，使学生成为学习的主体。在教育改革的过程中，教师采用启

发式教学要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采用多种教学手段，以启发学生的

思维为核心，建构和塑造学生的主体性，促使学生能实现“爱学”、

“学会”和“会学”；要在提问上下功夫，包括问题的设置、提问

的时机、提问的内容等；应倡导自主—合作的学习模式，使学生在

与同伴交流的过程中学会信息的获取、整理、分析和使用。 

4.结语 

教育的发展离不开对新形势的科学判断、新理念的学习理解，

同时也需要对已有的优秀的教育思想的借鉴与传承。我国自古以来

重视人的自主学习，自主学习理念源远流长，我们应继续从教育理

念、教育方式、教与学的关系、学习者的地位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

从而更好地促进当代大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进而建设我们的

学习型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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