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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因材施教是一项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但在具体教育教学

实践中存在一些认识误区。重点阐述了因材施教的教育对象，分析了因

材施教的局限性，指出了如何正确处理因材施教与中庸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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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以来，孔子因材施教的教育思想一直指导并影响着
我国的教育教学，但在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认识误
区，阻碍了因材施教作用的进一步发挥，这个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一、因材施教的教育对象 
因材施教是教育教学中重要的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然而在

具体教育教学实践中，存在着一些认识误区，如因材施教的教育
对象问题，往往只关注“差生”和“尖子生”少部分学生，而忽
视处于中间的大部分学生；同时却片面地认为“照顾大多数，面
向全体学生” 就是不讲因材施教了，这是需要引起我们高度重
视和特别注意的问题[1]。 

出现上述认识误区的原因，主要是没有正确理解“全面发展”
的内涵，要有效地实施因材施教，必须正确的全面的理解“全面
发展”。“全面发展”不是要拉平学生的素质、消除学生之间的个
性差异，而是要求学生在原有基础上，各种素质都尽可能地得到
充分发展[1]。 

全面发展是每个学生的全面发展，全体学生的全面发展不是
全体学生的平均发展，即使每个学生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全面
发展的全体学生还是不同的、各有其特点，不同特点的学生的全
面发展有各自不同的内容、水平和方向[1]，因此，全体学生都是
因材施教的教育教学对象。实际上，因材施教是针对学生的个性
特点来教学的，而任何学生都有其个性特点；因材施教不是针对
学生数量的多少，也不是针对学生成绩的优劣。 

二、因材施教的局限性 
因材施教是一条蕴含丰富教育思想的教学原则，在教育教学

实践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但并未完全达到其应有的效果，存在着
一定的局限性，如片面强调教师的主体性与权威性、忽视学生的
完整性以及造成教学的封闭性[2]。 

虽然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主张“承认并尊重学生的个体差
异，按照学生自身特点进行相应的教育，让每一个学生在各自特
点的基础上 大限度地发展。”，但片面强调教师的主体性与权威
性，无论是对学生材质的挖掘、把握和确定，还是对教学内容和
教学方法的选择，其主动权掌握在教育者手中，缺少学生的积极
主动参与[4]。在因材施教实施过程中，教师与学生之间存在不平
等的关系，并没有真正以学生为本[3]；另外，如果教师不能正确
地合理地发挥其主导作用，将会导致学生不能积极主动地适应教
师的施教，从而影响了因材施教作用的充分发挥[4]。 

在教学过程中，对学生完整性的忽视，产生了不良的后果，
一是教师无法全面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二是教师无法充分了解
学生的内心想法，严重影响了因材施教的教学效果。同时也造成
教学的封闭性，一是使教师对学生的判定以及教学内容和教学方
式的选择缺乏动态的认识，二是教学缺乏灵活性[2]。 

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就是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定“材”和选
“教”的过程中，让学生也成为判定“材”与“教”的主体，并
保持判定过程的动态性与开放性。在确定学生的特点以及选择教
学内容、教学方式时，师生之问应该采取一种相互沟通、相互交
流的方式，并且这种方式要随着外部条件的变化而变化[2]。 

三、因材施教与中庸的关系 
孔子把中庸人格作为理想人格，视中庸人格为做人做学问之

理想，而中庸人格表现在个性上就是适中、适度、不极端，因此
孔子以此作为学生受教的目标，并将此目标与学生的现状对比，
判断学生是否“过或不及”，或者偏而不兼，由此选择其教育内
容和方式而因材施教[5]。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

“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子张才高
意广，而好为苟难，故常过中。子夏笃信谨守，而规模狭隘，故
常不及[6]。显然，偏离中庸人格的“过”与“不及”，就构成了师
与商的教育需求[5]。 

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论语•先
进》）这是孔子针对“冉求平日做事退缩，仲由好勇过人”的不
同性格特征，作出了完全不同的回答，体现了孔子根据学生的个
性特点进行因材施教[7]。圣人一进之，一退之，所以约之于义理
之中，而使之无过不及之患也[6]。这也充分说明了孔子在教育实
践中，能够很好地贯穿中庸思想，要求学生在保持谦虚、果敢等
美德的同时，既不要退缩，也不要过头冒进，要进退适中[8]。 

中庸不仅是做人的理想，也是待人处世的原则。中庸待人处
世是一种灵活宽容而注重时机与度的哲学，其核心是守中不极
端、务时而发[5]。 

在《论语•子张》中记载了子夏的“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
之”与子张的“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的不同交友
观点，这是孔子针对“子夏为人太宽厚，容易被人利用；而子张
为人太苛责”不同的、均不符合中庸的待人处世特点，实施因材
施教后才出现的不同的交友之道[9]，同时，也使子夏和子张的待
人处世更接近、符合中庸之道。当然，因材施教一个重要的目标
和标准就是扬长避短和扬长补短，使学生能成为合乎中道的高尚
君子。总之，要正确处理好因材施教与中庸的关系，因材施教的
具体策略应该受到中庸思想的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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