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穿越千年的对话：《学记》对当今大学教学的启示 
房其娟 

(山东协和学院  山东  济南  251017) 

摘要：自古至今，教育都是立国之本，兴邦之途。《学记》作为我国最早的教育专著，把掌握学情、掌握教学内容、掌握并运
用教学方法和艺术作为教师必备的素质，并把博喻、奉献作为师德的基本要求，为当代大学教学提供过深远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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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尽心章句上》曰：“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其中三乐指的就是教育。《学记》

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1]学习强国，教育兴邦，教育是立国之本，教育兴则国

家兴。 

当今大学承担着昌盛祖国、振兴民族的重大使命，大学教育之

重要不言而喻。2018 年 6 月教育部部长陈宝生表示，中国教育“玩

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的现象应该扭转。对大学生要合理“增负”，

提升大学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难度、拓展课程

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

正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金课”。同有着

兴国梦，跨越数千年后，中华民族历史上第一部教育专著《学记》

与当今的大学教学有着怎么对话呢？本文将从以下内容展开论述。 

一、教学准备 
跲《礼记。中庸》记载：“言前定则不 ，事前定则不困，行前

定则不疚，道前定则不穷。”[1]教学活动如若顺利进行，教学必须有

充分的教学准备。毛泽东在《解放军第二年的战略方针》中说，“不

打无准备之杖，不打无把握之杖，每杖都应力求有准备，力求在敌

我条件对比上有胜利的把握。” 

（一）备学情 

《孙子。谋攻篇》说到：“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师生自然不

存在敌我关系，但是上好一门课，培养好一批学生确实需要了解学

生心理发展情况、学习情况，只有了解了这些，才能更好地因材施

教。《学记》中记载：“学者有四失，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或失

则多，或失则寡，或失则易，或失则止。”即人在学习过程中往往

存在四种问题：要么一味贪多，面面俱到，反而面面不到；要么孤

陋寡闻，固步自封；要么轻忽随便，过于轻敌；要么畏首畏尾，浅

尝辄止。“知其心，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教师必须充分了解学生的特点，及时掌握学情，针对学生特点展开

教学设计，“投其所好”才能激发学生学习动机，达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可通过调研、学生访谈、教师访谈等方式来了解学生的特点、

学风、追求等。例如在学期初考察学生就业与考研情况，根究学生

需求，选取相应的教学内容；简单测试学生已有知识结构情况，制

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教学过程中，通过学生课堂表现、作业完成情

况随时掌握学生学习情况，及时调整教学方法，以保证教学顺利进

行。 

（二）备课程 

《学记》记载：“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其听语乎！”

仅能记诵杂说、照本宣科的人不能但当教师。随着国家对于教育的

重视，当今大学中，记问之师少之又少，但还是有个别案例的存在。

往往就是极个别的案例拉低了大学的口碑与教学水平。合格的教师

应该具备怎样的条件呢？《学记》给出了答案：“君子知至学之难

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博喻”即广

喻博晓，能针对学生实际情况采用多种教育方法。若想做到博喻，

就必须要有充分的教学准备，以下是借鉴前辈的备课原则[2]： 

第一，带着教育情怀备课 

教师手中的工作是灵魂塑造的工程。因此，教师应抱着对学生

对国家高度负责的态度来备课，应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来备课。 

第二，按照大纲备课 

大纲是教师上课的准绳，是教师应遵守的“规条”。教师依据

大纲划分课程重难点，依据学情、学时制定教学进度计划。力求从

整个知识体系出发，处理好知识点、知识线、知识面和能力四个方

面的相互关系。 

第三，本着“源于教材而又高于教材”的原则进行备课 

就像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一样，备课也应该“源于

教材而高于教材”，比如随时将科学前沿内容融入到课程中。以土

木工程专业的《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为例，随时将新型混凝土材

料、新的工程案例、《规范》修订内容第一时间在课堂上展现给学

生，以实现创新性与高阶性要求。根据考研学生的需要，将复试内

容与课程内容融合，实现教学高阶性的要求。 

第四，尽可能关联学生知识背景和本质需求备课 

教师在备课时要尽可能地将新知识与老知识进行有效链接，使

学生能用老知识解决新问题，增强学生学习信心。这样的链接能使

知识形成网、形成面，有助于知识的融会贯通。《学记》记载：“虽

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再美的食物，若不品尝就不知其中

滋味。知识也是一样的，若没有实用价值，教与学就成了无用功。 

教师所要教授的，其实就是学生立足于社会的“金刚钻”，有了“金

刚钻”，才能揽“瓷器活”。所以教师讲授的，应该是学生需要的。 

第五，本着“计划性”备课 

此“计划性”即教学设计。教学就像是一台话剧，教师既是编

剧又是导演还是演员本身，而舞台就是三尺讲台。导演首先要审核

剧本，继而根据剧本推进剧情，最后根据剧情发展指导演员进行表

演。同样，教师首先要根据大纲、教材及参考资料确定教学内容，

继而对每个教学环节进行设计，教师根据教学内容特点选择合适的

教学方法，或讲授、或讨论、或翻转等，每一个环节教师都要做到

心中有数。只有胸有成竹才能举重若轻、信手拈来。 

二、教学实施 

教学实施是整个教学过程的核心环节，是教学最直观的表现。

教学实施顺利与否直接影响教学效果。《学记》有云：“今之教者，

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

人不尽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 此文描述的是这样一位

教师[3]：他看着简册高诵长吟，反复设问，解释繁密重复。不顾学

生是否理解，只按自己的思路进行授课。对待学生不真心实意，教

育学生不尽其材。这样的教育已经违背自然规律，也就不会达到教

学目标。赫尔巴特曾经提出“以教师为中心、以教材为中心、以课

堂为中心”的理念，上述情景正是以教师为中心的表现。教师只顾

自己感受，未从学生需要出发，因此才会出现“教之不刑”的结果。

近代教育家杜威则提出了“以学生为中心、以活动为中心、以经验

为中心”的新三中心原则，也是当今大学所提倡的。以教师为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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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原则符合教育真谛。新旧中心的转化是教育史

的一次重大变革。 

（一）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是教学内容的实现路径，教学方法如果选择正确可达

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其言也，约而达，

微而藏，罕譬而喻，可谓继志矣。”讲授法是自古至今一直沿用的

经典方法，清晰地讲解依然是所有教学方法中基础性的教学方法。

教师在讲授过程中要做到思路清晰，语言简练，表达准确，浅显易

懂。 

“古之教者，比物丑类”，讲述的是对比教学法。事物之间相

况相较，是归类比较、分析综合的重要教学方法[3]。在当今教学中

对比教学法常出现在课堂。同一门课程中前后知识的对比学习、前

沿知识与传统知识的对比学习等比比皆是。例如在《混凝土结构基

本原理》中，普通混凝土与活性粉末混凝土的对比学习、柱与梁的

对比学习，混凝土结构与钢结构的对比学习等。学生在对比学习的

过程中学会了分析，学会了质疑，在求同存异的过程将知识融会贯

通，形成知识构架。 

“故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牵，强而弗抑，开而弗达。道而弗

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启发式教学可引导学生思考、探索，培养其学习能力。教师所做的

就是要循序渐进地引导，点到为止，科学合理的引导是启发式教学

的关键。 

“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知困，

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教学相长”是对于翻转

课堂最好的解答。教师提前发布学习任务，学生以小组为单位进行

学习，课堂中学生展开讲解，教师点评。这样的教学过程体现了“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学生通过知不足能自反，知困能自强，

以上是第一层面的理解。“虽有嘉肴，弗食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

弗学，不知其善也。”美好的事物不吃就不知道其中的味道，同样，

知识学完后不用就没有其价值。如何使学习过程更有价值呢？项目

式教学是一个好的出路。以《混凝土结构基本原理》为例，将学校

教学楼图纸带入课堂，与讲授知识相结合，使学生以完成项目为任

务进行学习，这样的任务导向既能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又能第一时

间将知识学以致用，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使教学效果向“金课”迈

进。 

目前大学教学方法日渐丰富，但都有一个核心：面向问题；都

有一个模式：讨论；都有一个属性：探究。这三个面向都是在从学

生的认知特点，以促进学生成长未目的。这个三个面向能实现，以

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理念就能实现。 

（二）节奏 

柏拉图在《法路篇》中提出节奏是有运动的秩序，从哲学看节

奏就是空间和时间的基本形态之一。一节课上的好与否，除了与教

学内容、教学方法有关外，节奏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节

奏错了，很容易使整个课堂“跑偏”。 

孔子在《礼记。杂记下》[1]中说到：“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

驰而不张，文武弗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学记》中有这

样的描述：“故君子之于学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一张一

弛、藏息相辅是对节奏最精准的表达。没有学生精神松弛的时间上

的所失，就不可能有“记住或理解所学的全部知识”的所得，所谓

有失才有得。如何失，如何得；何时失，何时得；失多少，得多少，

这中间有一个核心问题就是“度”。“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

后其节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善待问者如撞钟，

叩之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待其从容，然后尽其声。”

不管是从问者角度还是待问者角度，教师都应循序渐进、有的放矢

地组织教学。节奏的把握并非一朝一夕练成，教师要潜心研究，不

断反思领悟才可做到张弛有“度”。 

（三）专创思融合 

专创思融合是育人的有效途径之一。“大学之教也，时教必有

正业，退息必有居学。”最理想的教育是，在校按正当的典籍进行，

离校后始终遵循不疑。大学给学生带来的，不仅是知识，更重要的

是能力的培养。当代大学生需要有创新、探索与勇于挑战的精神。

年轻一代有了创新劲儿，国家发展才有动力。大学生不仅有能力，

更要有思想。“大学之法：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对学

生及时进行思政教育是高校教师的一大责任。例如土木专业中，教

师应通过案例将行业标准、行业素养传递给学生，在可教育的时候

抓准时机，使他们不仅能力过关，思想也过硬。专业课学习过程是

创新与思政教育的最佳时机。教师应带着使命感去准备、开展每一

堂课，使每一堂课都成为专创思的孵化地。 

三、师德 

教师能使学生“继其志”，背后是师德的支撑。“君子知至学之

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能为师，然后

能为长，能为长，然后能为君。”“博喻”才能为师，随话说要想给

学生一碗水，教师自己得有一桶水。教师要不断地提升自己，充实

自己，敢于创新，勇于探索，甘于奉献，将更多的知识与智慧传递

给学生。即使无法学富五车，但应至少能够将知识融会贯通，灵活

运用。此外，教师还必须熟知教育规律，懂得教育成败的根本原因

何在，并充分了解学生的学习心理。[5]《学记》记载：“良冶之子，

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使驾马者反之，车在马前。”[3]教

师是学生的表率与示范，教师的一言一行都在影响着学生。孔子曰：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谓身教胜于言教

也，故大学之师应为“君子儒”，而非“小人儒”。雅斯贝尔斯说：

“教育的本质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

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教师应捧着一颗赤子之心，忘我地投入到

教育事业中去。 

结论 

教育为立国之本，教师为立人之本。教育规律、教学艺术、教

育奉献永远是教育路程上研究不完的话题。怀特海曾说过：“先贤

们的思想交流是启发灵智的盛会，但聚会只可能有一个殿堂，这就

是现在。”当教学的诸多问题无法被时代解决，我们或许还可以回

望过去，在先贤们的思想里寻找答案的线索。[6]《学记》已过去两

千多年，他就像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在岁月的沉淀里向我们诉说

着什么。诉说着什么呢？是对这个时代无限的期盼与热爱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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