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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论语》蕴含的教育智慧 
◆唐纯勇 

（广西民族高中  广西南宁  530199） 

 
摘要：《论语》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指导思想。即不论贵贱、贤愚，

人人都应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主张“因材施教”，提倡启发式教育，要

求学生要触类旁通。认为知识分子既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又要注重实
践，是为“躬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学以致用，要知行合一。孔子的

教育目的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仁义礼净化人们的灵魂，二是用

仁义来规范社会行为，服务社会现实。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
思想。《论语》中的教育观绝非十全十美，但它蕴含的“有教无类”的指

导思想，“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的目标设定缺确需

要我们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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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大家普遍认为，"素质教育"是一种新颖的教育模式。事

实上，两千多年，孔子就在他的论语中全面系统地提出了素质教
育的一系列主张。 

孔子一生主要的功绩是聚徒讲学和著书立说。《孔子世家》
中就清晰地指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
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孔子是中国创办私学，开
设私人讲坛的第一人。也是系统整理和传播先代典籍的第一人。
中国古代文化的流传、发展、扩大都有孔子有紧密的联系。本文
就对《论语》中的教育智慧，简要分析。 

一、“有教无类”的指导思想 
《论语》倡导“有教无类”的教育指导思想。即不论贵贱、

贤愚，人人都应有均等的受教育机会。这一思想首先是打破了教
育的等级壁垒，延展了受教育的面，这对受教育者仅仅停留在统
治阶级内部的现实作出了积极的探索。孔子“正身以俟，欲来者
不拒”，他的弟子中有很多是出身低贱或家境贫寒，他都平等地
施一教育，真正做到了“师之教也，不争轻重尊卑贫富而忠于道”，
体现了师爱的理智性和广泛性。这可以看做是今天我们所呼唤的
教育公平思想的源头。结合现实，我们发现，孔子“有教无类”
的思想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一是人受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个
体自由和谐地发展；二是教育权利平等原则。这是相对于政治、
经济上的平等权利来说的;再次，教育机会均等原则。公平的教
育制度是要每一个人有均等的受教育的机会，在教育过程中有均
等的对待和成功的机会；最后是差别性对待的原则。由于教育本
身需要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互协作，因为每一个受教育者的理解
能力、甚至是接受教育的客观机遇都不可能完全一样，不可能完
全意义上的公平，所有，的思想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是对
教育的本职作出了最核心，最精确的回答。 

二、“因材施教”的教育方法 
孔子主张“因材施教”，子曰：“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中

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也就是说对于中等才智以上的人，可
以和他谈论高深的道理；以于中等才智以下的人，不可以和他谈
论高深的道理。为贯彻这一思想，孔子很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
了解，在此基础上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比如冉求性格懦弱，孔
子就积极鼓励他，子路胆气过人，有狂傲之气，所以就有意抑制
他。更重要的是，孔子提倡启发式教育，要求弟子要触类旁通。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要在
学习中学会举一反三。同时，孔子还强调启发教育和接受教育一
样需要循序渐进。“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
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 

三、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的目标设定 
孔子的教育目的归结起来有两个方面，一是用仁义礼净化人

们的灵魂，二是用仁义来规范社会行为，服务社会现实。这就是
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孔子的教育思想及培养目标与当
时的社会需要是相统一的，体现了教育的社会价值。教育目的是
社会需求的集中反映。它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演变的。教育的目
的在一定社会历史条件下是不断演化和进步的。一般我们归为两
类，一是强调教育的社会制约作用，强调教育的目的要服务于社

会的发展。二是强调受教育者的自我发展，认为教育应到遵循受
教育者本身的潜力。但是，由于历史的和阶级的局限，孔子不可
能科学地解决这个问题。但他所倡导的与社会需求相结合的目的
思想，影响深远。 

孔子认为知识分子既要有远大的政治抱负，又要注重实践，
是为“躬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要学以致用，要知行合一。孔
子所要求的知识分子必须是有“仁”、有“中”、有“艺”、守“纪”
的人，是用实际行动去把理想与现实联系起来的有实干精神的
人。孔子一方面大力要求自己的弟子深入社会实践，大胆地承担
推动社会变革的艰巨任务。同时强调，越是艰苦的地方就越是知
识分子实践的好场所，有作为的读书人更应该接受大风大浪的洗
礼。正所谓“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这正好是我们如今所
倡导的“能力是通过实践培养出来”的思想源头。孔子一生周游
列国，以仁为己任，终生为行道而奔波。但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
到：《论语》中所体现出的实践观只是为统治者政治上服务的。
实践内容也仅仅局限于政治、教育、文艺等方面，甚至极端轻视
农业和商业实践。显然，这种思想上的缺陷是不符合社会发展要
求的，甚至给此后中国的发展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但总体而
言，受限于时代和社会发展水平，《论语》中的教育观绝非十全
十美，但它蕴含的“有教无类”的指导思想，“因材施教”的教
育方法，与社会需求相统一的目标设定确是今天的我们需要继承
和发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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