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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教研究 

论孔子的学思结合在当代教育情境下的价值意蕴 
◆苏  曼 

（阜阳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安徽阜阳  236015） 

 
摘要：孔子的学思结合思想是其教育教学思想的核心，历来备受推崇。

学思结合的内涵丰富，意义深远，继承和发扬孔子学思结合的思想，有

利于提高当代教育教学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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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文化圣人，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私人办
学的先河，对中华文化的传播与发展有着承前启后，不可替代的
深远意义，被尊为“万世师表”。孔子的思想饱含着大智大慧，
至今影响着世人。纵观孔子的一生，从少年时期就有志于学，直
至晚年仍有“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

述而篇》）的学习状态。孔子在三十岁左右时开始办私学，广收
弟子，由此可以推测出孔子的学习过程和教学生涯是同步进行，
交织在一起的。钱穆说：“孔子一生重在教，孔子之教重在学。”[1]

孔子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总结了一整套教育教学原则与方法，这
些理论不仅在产生之时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即使在当今对
于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仍有非常重大的参考价值。孔子提出来
一系列有深远影响的教育思想，树立了光辉的师德典范，对教育
者来说更是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孔子教学理念中的很多思想已
然成为当代教育所遵循的基本原则，如启发诱导，有教无类，因
材施教，学思结合等。笔者认为其中的学思结合思想在当代的教
育教学情境中有着非常重要的价值意蕴。 

一、孔子思想中的学思结合 
（一）何谓学思结合 
在孔子有关学习的思想中，学思结合是孔子对学习过程和学

习方法最重要的总结之一。《论语•为政篇》记载道：“学而不思
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可以看成是孔子对“学”与“思”辩证
关系最精妙的论述。意思是只一味读书学习而不加以思考，就难
以理解领会知识的真正意义，更难以把所学知识运用到实践中，
甚至会陷入一种迷茫的状态。而只思考不去进行脚踏实地的学
习，即使思维能力再强，学业也会如沙上建塔，因为知识积累的
匮乏而陷入困境，一无所获。学习和思考两者是相辅相成，相得
益彰的，只有在学习时思考，在思考中学习，把学习和思考两者
有机的结合起来，才能既增长知识又有所领悟，这样才会有所长
进，获得真知。孔子在《论语•卫灵公篇》中也曾经说到他的学
习体会，“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
孔子用自己的学习实践告诉了我们学思结合的重要性。 

（二）怎样做到学思结合 
既然学思结合是我们学习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那怎

样才能做到学思结合呢？孔子及其弟子们对此也提出了可行的
主张，这些主张已被实践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孔子认为治学的方
法遵循由学到思，再到行的路径，其中思担当着把外界已有的知
识转化为受教育可运用的知识的重任。思的方法有近思、远虑、
自省等。首先是近思。《论语•子张篇》中孔子弟子子夏说：“博
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博览群书并广泛学习，
同时坚守自己的志向；诚恳地提问，同时多思考最近发生的事，
仁德自然就学到了。《论语•里仁篇》中孔子说：“不患无位，患
所以立，不患莫己知，求为可知也。”由此可见，孔子主张学习
的过程中首先要慎思自己的言行，这样才会学有所获，不断提升
自己，求得“仁”，成为“君子”。其次是远虑。君子有远见，正
是因为他们懂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论语•卫灵公篇》）的
道理。最后是自省。在近思和远虑的基础之上，君子方能做到自
省。“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篇》）“见
其过而内自讼”，（《论语•公冶长》）从这些话语都可以看出君子
正是通过自省才发现自己的不足并改正，见到别人的长处并学习
而成就自己的。 

二、学思结合在当代教育情境下的价值意蕴 

当前的教育情境中，学校和家庭都承担了相应的责任。不管
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都要求教师和家长能够掌握科学有效
的教育教学方法。反观我们近年的教学改革及层出不穷的教学模
式实验，可以知道我们的老师和家长都在逐步重视教学方法的问
题，并在不断尝试，努力改进，力求寻找出科学的方法，探寻帮
助学生成长的最佳辅助路径。确实现在的教育领域旨在发展学生
思维，提升学生智力，培养学生创新意识的教学方法精彩纷呈。
但我们目前的教学中，模式化教学依然大量存在，旨在培养掌握
各种文化知识，会做题，能考出高分的“工具性”人才，但这和
我们培养人才的目标是不符的，这样的人才也难以担任创新型社
会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重任。在教育的道路上，老师和家长该怎样
运用学思结合的方法真正构建符合孩子成长发展的教育情境
呢？ 

（一）启发诱导，让学生主动思考 
在教育的过程中，因为受教育者是独立的个体，这就要求老

师和家长要多动脑筋，利用多种教育资源，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
引导学生主动去思考。当学生对某个问题有了疑问时，思考过后
仍无法解答，这个时候老师要善于把握住时机，给予引导，帮助
学生解决问题。从而让学生实现知识的有效迁移与系统化，学生
也更容易掌握知识和解决问题的方法，这种适时有效的引导便是
孔子所说“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
（《论语•述而篇》）的启发性教学原则。此原则强调“只有当学
生进入积极的思维状态时，教师才适时诱导、引发，帮助学生打
开知识的门扉，端正思维的方向。”[2]教师就是要适时而不过度的
予以启发指点。对于教育来说培养受教育者发现问题，分析并解
决问题的能力，并逐步养成良好的学习和思维习惯，才是我们真
正应该做的。 

（二）适度有效，给学生思考的空间 
在学习的过程中，学生是主体。学生在了解知识的基础上要

达到真正掌握知识的目的，还需对已学的知识有深刻的理解，并
重新建构，这样才能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并应用知识。但现在的
教学依然受应试教育的大环境的调控，传统教学中教师习惯于
“先入为主”的教学方式，课堂上老师急于给学生讲解各种知识
点，课后又必须通过大量的习题去巩固，毫无疑问知识的巩固需
要适量的习题来加深印象，但也要适量。当学生陷在大量无效的
练习中时，虽然会短时间内取得高分，但却会加重学生的负担，
使学生失去学习的兴趣，产生厌学的情绪，影响孩子的学业和成
长，所以我们要转变教学理念，注重有效和适度，以培养学生的
思维和智力为根本目的，给学生留一定的时间与空间，让学生去
质疑去探究，做到真正的理解，从而高效掌握知识并能灵活运用。 

孔子有关教学思想中的许多观点，是我们当今推进素质教
育，构建现代教学模式的可供借鉴的宝贵资源，有待于我们在实
践中去探索、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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