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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论语•侍坐》：从古代语文到现代施教 
◆田  迅 

（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摘要:《论语•侍坐》记录了孔子及其四个弟子的一次谈话，是孔子的一

次教学纪录。从中可以看到，孔子在教学对象上师生平等、在对待学生

上因材施教、在传授知识上引导启发。这些教育思想及关于这些思想所

采取的一些教育方法与当今的部分施教目的不谋而合，由此可见，孔子

作为一个古代教育家其教学方式对我们现代施教具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及

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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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侍坐》生动记载了孔子启发弟子们谈自己的理想，
并对弟子们所谈理想的內容和态度，表示不同的看法和评价。细
读《论语•侍坐》的古代语文教学模式方法，探讨其现代施教维
度，以下主要从三个方面展开对现代施教意义的探讨。 

一、教学对象师生平等 
（一）无年龄之分 
1.理念传达。孔子对男性教育，做到了无年龄之分，“正如

《论语•述而》篇中所言：‘自行束以上，吾我唱无悔焉’。四人
中，子路小孔子 9 岁、曾皙小孔子 6 岁、冉有小孔子 29 岁、公
西华小孔子 42 岁，年龄最大相差 36 岁。”[1]，孔子三千多名弟子，
以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几位弟子年龄差距为例来看，可见孔子在
选择所教育的弟子时，是无年龄之分且不考虑年龄的。 

2.教学实施。《论语•侍坐》中孔子一开始就以一种亲和的态
度对待学生，以一个交流者的身份出现。“以吾一日长乎尔，毋
吾以也”，意即我年龄比你们大一些，不要因为我年长而不敢说，
孔子这也是告诉学生不要因为师生亦或学生之间的年龄差距而
带来一定的心理压力或者不敢尽其言的想法。也正是应有了孔子
的学习无年龄之分的引导，给师生交流创造了一个更好的和谐气
氛，也才引出了后面学生的畅所欲言。 

（二）课堂轻松愉快 
1.温和态度 
在问道学生一些人生问题时，孔子始终保持着温和的态度，

循循善诱。《论语•侍坐》“居则曰：‘不吾知也！’如或知尔，则
何以哉？”，孔子其言语之间不免就为课堂的创造了一融洽、平
等的环境。而在他们谈论时，曾皙的“鼓瑟希，铿尔，舍瑟而作”
这看似放肆的行为背后有着曾皙个人之态，但亦有着孔子对此课
堂之态的放任之态。 

2.自由回答 
曾点回答“异乎三子者之撰”时，孔子说的“何伤乎？亦各

言其志也。”也为曾点后面的直言自己的志向及课堂上营造一个
轻松的氛围起了一定的作用。“以如此亲切的语气和诚恳的态度
引导鼓励学生，学生又怎么会有所顾虑而不言呢？开篇是‘大而
化之’的开导，而这一番引导更是‘对症下药’，这两次的关键
点的启发式诱导，保证了‘课堂的完整性’。”[2] 

美国著名教育家多尔将师生界定为“平等中的首席”[3]“教
师作为‘平等中的首席’不是要颠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影响力，
也并非是忽略学生对教师应有的尊重，只是将二者发展成一种新
的民主平等的亦师亦友的关系”[4]教师固然应有课堂的主导性以
及权威性，但也不能缺乏了与学生学习时的平等基础，从而达到
师生深度交流，共同发展之态。 

二、对待学生因材施教 
从《论语•侍坐》中“子路率尔而对曰”子路其好斗、急躁

的性格的体现，“夫子哂之”，到冉有、公西华的谦虚得体的回答
孔子不予评价，而却对曾皙的回答表示“吾与点也”，孔子的教
育思想不经体现出来。而孔子只对曾皙的回答表示赞赏的原因又
在何处，有曾皙描绘的生活志向合乎孔子的政治思想之因，有曾
皙志向如礼治后盛世之态，但也不仅因如此，也有因材施教之因。 

其因材施教还可见《论语•先进》，《论语•先进》中“子路问：
‘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
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也不难看出孔子教育的

区别对待，因材施教，与其《论语•待坐》不谋而合。 
“因材施教就是因人而异进行教育教学，所谓‘材’，主要

指学生的个性差异。教育教学必须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从实际
出发，有的方矢，采取不同的途径、措施和方法。”[5]其于《论语
•侍坐》的因材施教提供了较为完备的解释。而孔子作为当时社
会的教育者，选择对每个不同特点的学生进行针对性教学也对现
代教育一定的借鉴意义。 

三、传授知识引导启发 
（一）从自身看法上的引导 
1.“谦恭”态度 
孔子对子路回答的“哂之”，其背后有孔子对子路不谦让的

批评，亦有儒家“谦恭”思想的间接传达。“谦谦君子”一语出
自《易•谦》；“温温恭人”，最早出自儒家经典的《诗经》。《诗•
小雅•小宛》有言“温温恭人，如集于木。”，而《诗•大雅•抑》
也曾说道“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谦者自恭人，恭人者自谦；
既作谦谦君子，自然要温温恭人，而这也是孔子所想传授的“谦
恭”。 

2.“礼治”观念 
《论语•侍坐》中曾皙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

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其中的师生暮春之
初郊游之景，孔子对其“吾与点也”，是对曾皙理想志向表示赞
许甚至欣赏，但在其背后，有着孔子“礼治”观念的流露，有着
对“礼治”社会景象的追求。而孔子对此支持之态也不免是引导
学生对“礼治”社会的追求，引导学生治国治家以“礼治”为主。 

（二）对学生评价上的引导 
《论语•侍坐》中孔子回答曾皙三人之言“亦各言其志也已

矣”，言其志是孔子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及自主看法，而孔子对不
同才能各立其志的认同也是儒家思想的体现与引导，“为国以礼，
其言不让，是故哂之。唯求则非邦也与？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
十而非邦也者？唯赤则非邦也与？宗庙会同，非诸侯而何？赤也
为之小，孰能为之大？”，孔子认为六七十里或五六十里见方的
地方也是国家，宗庙祭祀和诸侯会盟是诸侯的事，而像赤这样的
人是有能力做大相的。 

“孔子对四位弟子的不同表态给出的结论是相异的，而这相
异的依据和尺度就是孔子的人格审美标准‘仁’。孔子往往以‘仁’
释‘礼’，仁’是‘礼’的内在化、情感化、精神化和生命化。”
[6]，孔子在评价学生培养学生人格时，其间的“仁”思想不由得
引导学生往“仁”方向走。以“仁”治天下，以“仁”修身的教
学理念及儒家知识体系间接传达出来。 

结语：《论语•侍坐》整篇文章，纵观整个教学课堂，无论是
教学平等、教育因材施教还是引导启发学生学习上，从古代语文
传递现代施教，孔子作为一个古代教育家其教学思想与教学方式
都在一定程度上对现代施教有一定的启迪作用及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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