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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普及思想探析
张湘洛

广西民族师范学院 广西崇左 532200

摘 要：孔子在中国春秋这一历史大变局时期，顺应历史发展潮流，开创性地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普及思想，教育对

象不分国家、种族、出身、智愚、善恶和贫富贵贱，打破了奴隶社会贵族独占教育的局面，是近代公平教育和教育普

及思想的雏形，具有非常进步的时代意义。孔子在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教学方法上都采取平民化措施，实施个性化

的因材施教，从思想上和实践上，践行有教无类。孔子开办私学，广收弟子，加速了春秋时期的文化下移和学在四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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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孔子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思想家、教育家和政治家，儒家

学派的创始人和私学创始人之一。

孔子年轻时勤奋好学，读书孜孜不倦，刻苦钻研古代典

籍，寻求治国安邦平天下之道。他曾受业于老子，探索为师

之道，立志献身教育事业，开创私人讲学之先河。他仿效老

子的道家学派，创立儒家学派，推行仁义礼智信。在教育方

面，孔子既是教育思想家，也是教育实践家。他在教坛耕耘

数十年，可谓“桃李满天下”。

孔子在历史上首先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普及思想，以私

人身份招徒讲学，创办了我国历史上第一所“私家”学校，

开创了中国古代私学的先河，这在当时是一种历史的大转

折，奠定了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思想。
[1]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把他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并整

理，编辑成《论语》一书，成为儒家经典。《论语》被封建

社会列为儒家四书之首，被代代相传，成为古代学校必读之

书。

1 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和历史背景

1.1 有教无类的理论基础是“性相近”

孔子是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人的天赋素质相近的教育

家，认为人出生时的性情是相近相似的，个性差异的变化主

要受后天的教育与社会环境影响。不同的教育和学习会让每

个人的人生道路产生天壤之别。所以，孔子说“性相近也，

习相远也”。

孔子依据这样的见解，认为人人都可以受教育，人人都

有受教育的机会。因此，孔子倡导不管何时何地，都应相互

学习，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互为师长，即“三人行，必有

我师焉”。

孔子自己也认为，学习改变了他的人生，可以通过教育

重塑自我、改变自我。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

敏以求之者也。”（《 论语·述而篇 》）我不是生来就有知识

的人，而是爱好古代的东西，勤奋敏捷地去求得知识的人。

1.2 孔子非常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

孔子十分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让百姓受教育是社会治

理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方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是与其倡导的

教育的政治功能密不可分的。孔子把教育视为立国的根本，

教育可以改变国家的面貌，认为教育是保证国家繁荣昌盛最

有力的支撑和基础。孔子说：“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

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

管理社会要用道德教化百姓，同时又要用法律约束他们，让

他们从心里明白犯罪是违法和可耻的，从而具备廉耻之心且

自觉服从社会规则。

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是延续和实施其社会理想

的主要途径。当有人问孔子如何治国时，孔子回答：先富之，

后教之。在百姓富起来之后，要用教育来实施德政，推行仁

义，打造富民强国和太平盛世。

有教无类可以通过后天的培养来使受教育者成材。孔子

认为，人性是善的，教育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

改之”。良好的教育会使人向善，会达到仁的境界，会使人

性善的一面发扬光大，最终让人成为志士仁人。孔子说：“博

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

1.3 有教无类产生的历史背景

“有教无类”的思想是在社会动荡时期和文化下移的社

会背景下提出来的。在中国夏朝、商朝及西周时期，学术和

教育被统治者垄断和独占。国家只有少量的图书典籍且收藏

在宫廷和官府中，只有贵族和他们的子弟才能接触和阅读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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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典籍。虽然夏朝就有了正式的学校，但教育资源稀少，学

校教育完全是天子和贵族的特权，具有严格的等级性，只有

统治者的子弟才能接受系统正规的学校教育，平民百姓根本

不可能接受教育。学校设在宫廷和官府之中，被称为“学在

官府”。因此，奴隶主贵族独占教育，平民百姓和奴隶几乎

与正规的学校教育无缘。

有教无类是与文化下移一脉相承。文化下移是“有教无

类”思想提出的现实文化背景。孔子生活的时代处在春秋末

年，正处于历史大变局时期。当时的社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动

荡，天子失官，官学失修，学在四夷。西周的天下被各地诸

侯分割，导致政权下移，经济土地严重私有化。自夏以来的

固有的上下尊卑的等级体制被冲击，导致思想观念遭到严重

冲击，礼崩乐坏、官学衰败，文化教育下移，私学兴起，教

育的等级性被打破。文化学术流向民间，形成学在四夷的局

面，催生了春秋时期学术的发展与繁荣，出现百家争鸣良好

学术局面。孔子提出有教无类正是适应了文化下移的历史潮

流。

“士”阶层兴起是有教无类思想提出的现实需要。“士”

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长期承担着文化知

识的传承创新、社会风尚的整肃移易的任务。各国之间征战

不休，各诸侯王为扩大势力、巩固地位，设法招徕士众以张

声势、以图霸业。
[2]
官学失修导致教师流落民间，这为私学

的产生创造了有利条件。另一方面，教兴而政兴，教废而政

废。诸侯割据，群雄四起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吸纳“士”阶层，

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服务，扩大政治和社会影响。春秋时

期，养士蔚然成风，而“士”阶层的培养需要由各类私学教

育来承担。孔子创办私学，广纳平民弟子，不拘一格降人才，

培养出了各类的“士”。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与“学而优则仕”相一致。孔子主张

从民间下层普及教育，通过学习达到人人成才。因此，在孔

子的学生中，不管地位贵贱，不分种族、氏族，只要缴纳学

费都可以到他门下求学，都可以学习通达后入朝为官，人人

都能入“仕”。

2 有教无类的思想内涵和进步意义

2.1 有教无类的思想内涵

有教无类的核心是对类的理解和解释，强调施教者应当

对受教者不分类，应当一视同仁，平等相待。

有教无类可以包括四层含义：

（1）不按身份划类，即不按地位、贵贱、庶鄙等划分，

如职业贵贱、家庭贫富等。当时的奴隶因为没有身份，不可

能按“类”进入学校受教育。孔子的有教无类的底线应该是

自由民，即平民，即教育应当普及到平民。

（2）不按地域划类，即不按国别、区域划分。当时的

春秋时期，诸侯割据，国家如林，最多时达到 120 多个。孔

子的有教无类应该是不分国界和区域的，一视同仁地招收来

自不同国家和区域的学生。

（3）不按智愚划类，即不按个人的天赋、聪慧、愚钝、

智力高低、能力强弱划分。在孔子看来，受教育是不分智愚

和能力强弱，只要努力学习，都会获得好的结果。

（4）不按德行划类，即不按德性善恶来划分。在孔子

看来，不论受教育者起初的品行多么恶劣极端，只要接受教

育都能积聚正能量，改邪归正，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人不能因为贵贱、地域、贫富、种族、善恶、

智愚等原因，被排斥于教育之外，这些差别可以通过教育消

除。有教无类可以概括为不分国家、种族、出身、智愚、善

恶、贫富、贵贱，人都可列为教育的对象，教育者对学习者

都应该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地进行个性化教育。

有教无类这一教育普及思想初步体现了人类追求教育

的公平公正的理想在奴隶社会的雏形呈现，是对当时奴隶社

会天子和贵族独占教育的一种有力挑战。孔子认为，只有秉

持有教无类的教育理念，教育者才能广收天下弟子，做到“聚

天下英才而教之”，才能改良改造社会。

2.2 有教无类的进步意义

有教无类思想在教育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是当时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要求，

是历史的必然。在春秋动荡时期，针对当时奴隶主贵族独占

教育，孔子极力倡导有教无类，反对自夏以来的有教有类，

大范围扩大教育对象，实施平民化教育，让教育不再是贵族

所独享的一种特权。

孔子首开私人讲学之风，用有教无类的君子之学打破

“学在官府”，这不仅可以促进社会流动，而且还有助于培

育良好社会风尚，它打破了“学在官府”之旧制，开创了文

化下移的新纪元。
[3]
孔子顺应历史潮流，提出有教无类，推

动了春秋时期的文化下移，加速了学在四夷。

在孔子所有教育思想中，有教无类思想始终统领着其他

教育主张并贯穿了孔子的整个一生教育实践。有教无类在中

国古代乃至整个世界古代教育史上都有重要意义，这也是近

代义务教育思想渊源之一。有教无类冲破了礼不下庶人的等

级制度，推动了由“学在官府”的有教有类向“学在四夷”

的有教无类迅速转变，使更多的人受到教育，形成了公平教

育和教育普及理念的雏形。

3.有教无类的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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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有教无类的教育目的——培养君子

孔子的教育目的是培养治国安邦平天下的君子，即品德高

尚、学识渊博、精通‘六艺’的德才兼备之人。孔子认为，无

论什么人接受了系统的君子教育都能够成为国家栋梁之材。

孔子主张君子要内外兼修，正心笃志，精通君子之道，

做到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成为文、行、忠、信

的典范。君子要有家国情怀，应当以天下兴亡为己任，以仁

义共济、立己达人，通达天下。

3.2 有教无类的教育内容——六经

孔子晚年亲自编纂六经（诗、书、礼、乐、易、春秋）

作为君子教育的主要内容，也是其私学教育的主要教材。孔

子确定了以德育为首，以知识技能为次的教学内容，以四教

育人即文、行、忠、信。孔子打破了自夏朝以来贵族垄断典

籍文献的局面，让众多无传统身份之人接触到不可能接触的

经典文献，确立儒家的世界观。孔子通过以六经为核心的教

育内容培养了大批各类英才。

3.3 有教无类的教育方法——因材施教

因材施教是教育者依据学生的各自特点和具体情况，采

用不同的教育方法实施不同水平的教育。孔子用其一生的教

育实践，践行因材施教的教育原则和教育方法，针对性地对

其弟子加以教育和引导，从而使每位有禀赋的学生能够扬长

避短，学有所成。
[4]
一方面孔子会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而采

取个别化教学，另一方面也根据学生的共同教育需求，教之

以《诗》、《书》、礼、乐等共享知识。
[5]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孔子会根据学生不同的智力

水平、不同知识层次、不同性格气质和不同年龄特征进行教

育，充分挖掘人的潜能。对于学生的智力水平高低不一，孔

子启示教育者要灵活变通，顺势而为，方得完美之教育结果。

4.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实践

孔子不仅向社会大众提出有教无类的教育普及思想，而

且孔子本人一直努力践行这种民主的教育思想，做到“学而

不厌、诲人不倦”。孔子所教的三千弟子中，来自不同的阶

层和不同地域，贫富贵贱，身份高低、智愚顽劣、品行不一、

年龄参差不齐等混杂其中。

从贫穷富贵来看，孔子的弟子既有过着富贵生活的社会

上层人士，他们出身富贵，如孟懿子、子贡和南宫叔敬等人。

也有过着清贫生活的底层群众，如颜回、公冶长、子路、原

宪等人。

从地域国别上说，孔子的学生中，有来自齐鲁、宋卫的、

秦燕的，也有来自晋楚、吴陈和蔡等 19 国，不明国籍者也

有很多。不管来自何地，孔子都秉持包容开发的态度，来者

不拒，施以不同的教育。

从族裔上来看，孔子门徒弟子中，有来自姬姓氏族、姜

姓氏族、芈姓氏族、子姓氏族、妫姓氏族、嬴姓氏族等十几

个不同族裔。孔子招收学生，不分华夏诸国和华夷诸族，不

仅打破了当时的国界，也打破了当时的夷夏之分。

从年龄上看，孔子的学生彼此相差很大，同学之间的年

龄差距达 47 岁。既有比孔子小一些的亦师亦友的弟子，如

颜路小孔子 6 岁，子路小孔子 9 岁，还有比孔子相差悬殊

的师徒关系，如比孔子小 48 岁的子张，比孔子小 53 岁的

公孙龙。

从智愚来看，孔子的学生智愚不一，既有“闻一以知二”

的子贡，也有“闻一以知十”的颜回，还有智商愚笨的宰予

等人。不管智愚高低，只要好学，孔子都给以教育。

孔子的有教无类的教育普及思想具有一定的历史前瞻

性，超越了当时时代的思想禁锢，具有划时代的进步意义，

对后世的平民教育影响深远，是近代公平教育和教育普及理

念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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