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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中“志”的教育思想及现代意蕴
耿　娟　高娇娇

（山西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　山西　太原　030000）

【摘　要】《学记》是先秦儒家教育和教育经验的总结，是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最早阐述教育问题的论著，对教学

各方面均有论述。全文共 1229 个字，其文约、词微，但蕴含着丰富的教育教学思想。文中前后七次提到“志”，该思想可

以概括为：教育者引导学生明辨并确定“志”；学生继承老师的“志”；实现“志”的方法路径；“志”的最高境界。对

学生“志”的培养的本质是对人存在的意义的追寻，挖掘研读学记中关于“志”的教育思想有其现代意蕴，可以为培养学

生的志向以及促进学生自我实现寻求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学记；志；自我实现

《学记》作为《礼记》中最重要的教育篇章，是记载中

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经典文本，对教学各方面均有论述。比如

教育的作用，教育的目的，教育的方法，教育制度，教育原

则，教师地位，师生关系，教学评价等，被称为教育学之雏

形。《学记》所讲立志，但不空谈志，从辨志，游志，与先

志——继志——志于学三方面次第有序、层层推进，倡导教

育充分利用外部条件促进学生内在发展，既注重实践锻炼又

突出对本质的学习。程颐认为，“《礼记》除《中庸》、《大

学》，唯《学记》、《乐记》最近道。”王夫之在《礼记章

句》中高度评价，“此篇之义，与《大学》相表里。”

1《学记》中“志”的思想内涵

1.1 教育者引导学生明辨并确定“志”

《学记》在开篇论述学的作用时就点出“学”不是为了

“求善良”“动众”的小志，而是为了社会稳定与进步，实

现“化民成俗”“建国君民”的大志。这就意味着先秦时代

学习的社会本位论，读书人有家国天下的情怀。

《学记》倡导建立知识加精神双完善的完整评价体系。

正如生成论教学哲学主张的一样，教学的根本价值与历史使

命在于促进学生认知的发展和自我独立性的保持。此志是穷

尽一生追求之志，更是为学之路的向导。

《论语·为政》中“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自古

以来，立志便是为学的首要任务。《学记》也不例外，“凡

学，官先事，士先志。”所谓“志”，《说文》解为“从心

之声。志者，心之所之也。”《广韵》释为“志，意慕也。”

换句话说，士人治学首先要确立自己的志向兴趣。因此，《学

记》有“一年视离经辨志”，第一学年考核的目标便是“辨

志”。郑玄认为，“辨志，谓别其心意所趣向也”，即是要

辨别今后的志向所趋。至于“辨”的主体，孔颖达主张是教

师考官，“习学何经矣”；而朱熹则强调为学生本人，“自

能分别其心所趋向”。（彭慧，《礼记·学记》“离经辨志”

释义辨疑，郑州大学学报）某种意义上讲，“志”的确立必

须由学生本人完成，教师只能在其中扮演引导激发的角色。

因为惟有出乎己志，学生才能拥有强烈的学习动机与意愿，

学习才能自动自发，进而达到《周易·蒙》所言的“匪我求

童蒙，童蒙求我”。

《尚书·尧典》中说“诗言志”，《庄子·天下》中也

写道“诗以道志”，可见诗是志的重要载体。《学记》曰

“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即《诗经·小雅》中三篇升歌之

乐的内容是学生入官从政所必备的基本素养。（杨宽 .《西

周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743-745）其中，<

鹿鸣 >主和乐，<四牡 >主君臣之道，<皇皇者华 >主忠信，

“皆君之所以燕乐其臣，而臣之所以服事于君者”。（孙希

旦撰，啸寰 , 王星贤校 .《礼记集解》，北京：中华书局，

1989），正所谓“学而优则仕”，教师在学生入学伊始便示

之为官之道，可激发扩充他们内在向上的志意，使之勤勉敬

学、德才兼修，逐渐成长为一国栋梁之材。 

     在管理制度上，《学记》指出“未卜禘不视学，

游其志也”。据《礼记·王制》记载，“天子、诸侯宗庙之

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尝，冬曰烝。”由此可见，学生

在春季入学，但天子的视察考学则在夏祭之后。如此安排，

学生便能有宽裕的时间悠游于志学之意、专注在修德敬业之

中。这也显示出，早在先秦时期我国就出现了“以生为本”

教育理念的萌芽。近代诗人徐志摩视康桥（即剑桥）为精神

故乡，“我的求知欲是康桥给我拨动的，我的自我意识是康

桥给我胚胎的”（徐志摩 , 徐志摩经典散文 [M], 山东：山

东文艺出版社 ,2018：218），正在于其自由求学之氛围！

1.2 学生继承老师严谨治学的“志”

学生确立自己的“志”后，《学记》又提出“继志”，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

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朱熹注道，“继声继志

者，皆谓微发其端而不究其说，使人有所玩案而自得之也。”

（孙希旦撰，啸寰 , 王星贤校 .《礼记集解》，北京：中华

书局，1989：967）显然，“继志”对教师提出更高的要求：

教师不仅要成为德才兼备的大儒，能在学生困惑时准确及时

地提供言简意赅的指导意见；还要掌握教学艺术，给予学生

思索的时间与空间，使其自发继承教师的志意。善教是继志

的前提，继志是善教的结果。但教学活动必然涉及教师与学

生两个主体，“继志”的目标不可能脱离学生而实现。孟子

以“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君子三乐之一，正在于才情充

分的弟子可以继承延续师之思想光辉。对学生来说，“继志”

的必要条件是“志于学”，倘若学生“志趣不远”、无心向

学，必然如北宋张载在《经学理窟·义理》所言“心不在焉，

虽学无成”。

1.3“志”的最高境界

志于学，学要“大成”知类通达，强力而不反。触类旁

通，临事不惑本质是一种至上境界。类似于道家的“一”，

“道”，掌握大自然及社会运行的普遍规律，不拘泥于“一

官”，不纠结于“器”德行到达一定水平，就会如行云流水

般自然，不必刻意在他人面前粉饰自己。

君子“志于学”有前提的。微观来看，“良冶之子，必

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始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

君子察于此三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学记》以冶匠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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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缝裘袍、弓匠之子学习编簸箕和小马栓在车后跟车走，

譬喻立定学习的志向后，立足基本起而不急功近利的为学之

法。良冶、良工与马驾皆非一日练习可成，学亦要遵循先易

后难、由浅入深、反复练习、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宏观来

讲，“大德不官，大道不器，大信不约，大时不齐。察于此

四者，可以有志于学矣”。德不偏治一官，道不偏主一器（即

孔子所言“君子不器”），效天地之至诚，法四时之生生，

涵容万物而不为万物所限，皆本源于学而已。孙希旦指出，

“此引君子之言，本主于‘大德不官’，以明‘学乃务本’

之意”。（孙希旦撰，啸寰,王星贤校.《礼记集解》，北京：

中华书局，1989）君子志于学，而学又必志于本。《论语·里

仁》中说“士志于道”，故“本”即为天地间的大道。因此，

立志为学皆要着眼于根本，“先河而后海”，假以时日终有

所成。

2 现代意蕴

教师要想在教学领域取得成效，第一应该加强教学实践

训练，在锻炼中掌握知识与技能；第二，要遵循学习的规律，

循序渐进，先易后难。而后将这两点传递给学生，帮助他们

从实践中脚踏实地的实现志向，引导他们掌握学习规律，学

会方法路径从而有利于他们的学习，工作与生活。

关注学生内在的精神力量，这与西方存在主义教育思潮

中强调个人的自我实现，提倡个人的自由选择，主张教育应

该帮助学生认识到自己的价值的思想有内在关联。我们帮助

一个人自由的成为他自己，而不是沦为被控制和摆弄的客体。

培养学生确认自己的志向，清楚自己心中所爱所想才能

更好的过好每一天。因此学习研究志的教育思想小则可以使

个人实现自我，大则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因为它受益于个

体的爱岗敬业。

所以每个人对于事物及世界的认知不能停留在表象和个

性中，要立志求索处世之道，“先河而后海”做一个务本的

学者。

现代中国教育的对象大多数是独生子女，从小在娇生惯

养的家庭环境里长大，极易养成思想懒惰、依赖性强、独立

能力差的不良习性。而在学校里，由于许多教师受应试教育

的影响，急功近利，把学习作为考试的手段，把升学作为教

学的目标。不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个性需求，强行把自己

的个人观点加给学生，一味要求学生和自己一起追求功利性

目标。造成学生思想迷失、志向不明，一旦遇到挫折，知难

而退、意志不坚定。近年来，因为志向不明、意志脆弱休学、

退学的学生不断增多，学生自杀、凶杀等一些反常或恶性事

件，也频繁见诸报端。反思与解决这些问题,《学记》中“志”

的教学思想可以给我们有益的启示。

2.1 深化教育改革，为学生营造明晰辨志的外部环境

教育是学习的一种外部条件，但对学生内在志向的形成

有重大作用。在尊重学生主体性地位，关注学生的兴趣爱好

的基础上，学校、家庭和社会要积极作为，为学生营造“游

志”的机会和氛围，给与学生自由地成为他自己的可能。在

教育体制内，应该加快健全学生多元化评价体系，将“辨志”

作为学生考核标准之一，注重对学生精神力量的考量。此外，

利用校园环境对学生进行潜移默化的志向引导，比如名人挂

画，黑板报等。《学记》中“官先事，士先志”的教学思想

告诉我们：“志”是学生学习的先决条件。一个学生如果有

了明确的学习志趣，就会产生强大的学习动力、百折不挠的

勇气和决心，就能充分发挥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因此，教师

要转变教育思想，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让学生按照自

己的兴趣爱好设计自己的成长方案，规划自己的人生目标。

2.2 教师要提升教学艺术，促使学生继志

从《学记》中的教师善教思想中我们明白一个好老师，

要有自己严谨的治学态度，对待学问刻苦专研，对待学生温

柔耐心，对待教学从容有方。语言简约不需要应用比喻，却

可以使人明白。善教的老师可以赢得学生的心，而后带着他

们一起在教育舞池里共舞。师者传递给学生的不光只有知识，

还有他们高尚的品格。在当下新时代教育中，我们应该加快

教师队伍建设，不光对老师的专业知识进行把关，还要对教

师的教学方法，教学艺术等多方面进行完善。唯有涌现无数

善教之师，才可使万千学子有志可继。如肖川先生所说：教

育旨在唤醒沉睡的潜能，激活封闭的记忆，开启幽闭的心智，

放飞囚禁的情愫。我们应该建立一种生态的以沟通交流为特

征的师生关系，来促进学生继承老师的志。

2.3 注重实现志向的方法路径教育

立志不是一件空想，空谈的事情，在学生确立志向之后，

第一，应该为学生提供可行的方法和策略。尤其在涉及操作

性知识的掌握时，我们要为学生安排可以练习的实践机会，

如此，可以加强理论和实际的联系，使得学生实现志向的愿

望有法可循，也不至于在不知所措中磨掉自己的意志。

第二，注重学生的基本功，万丈高楼平地起，不积跬步

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教学要遵循学生身心发

展规律，教学内容的设计要与之想适应，从浅到深，由易到

难，循序渐进的促进学生接近自己的志向目标。

2.4 将“道”“本”作为志的最高追寻

志是一种向内的深思，是人们探索生而为人的意义的活

动，可以使我们在纷繁的世界中找到精神的归宿，有意义的

过一生。我认为志向的最高境界是对“大道”和“务本”的

追寻及把握。“道”在儒家思想中指世界本来具有的规律与

法则，是一种贯通于天人的“道”，我们大到解释自然和社

会法则，小到行为处事，都要尊崇“道”，只有合乎“道”

才是正确的，可行的。存在主义也认为“世界万物都有其自

身的运行规律，我们唯有在了解自己的前提下，才能对周围

的世界作出解释”。“本立而道生”也充分表明抓住事物的

根本才可以悟出“道”，“先河而后海”同样告诉我们为人

处世要追根溯源。现代教育的名利场，缺少了对“道”“本”

的追求，教育本质是培养人的活动，我们要尊重人存在的意

义，帮助他们自我实现，就离不开对志的最高境界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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