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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品读 《学记 》教育智慧

杨　雪　翠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杂志社 , 北京 102617)

摘　要:《学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教育学专著 ,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 “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是其总纲 , 为了

保证总纲的顺利实施 , 《学记》继而提出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学制体系 、管理制度 、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 , 并对教

师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学记》中的 “教学为先”、“教学相长”、“长善救失” 、“善喻”等命题 , 具有长久的生命力

和影响力 , 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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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记》是我国古代典籍《礼记 》中的一篇 ,它

全面系统地总结了我国先秦儒家学派的教育经验

和基本理论 ,是我国 ,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一

部教育学专著 ,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它提出了

一系列具有长久生命力和影响力的命题 ,揭示了

教育领域内的基本规律。因此 ,虽然时隔两千多

年 ,直到今天 ,其中的话语还经常被人们引用作为

立论的依据 。重温这一经典 ,必会给予我们思想

的启迪和理论的引领 。

一 、《学记 》的作者及其成书

(一)《学记》的作者

《学记 》是 《礼记 》四十九篇中的一篇。 《礼

记 》是由汉儒戴圣编辑而成的一本论文集 ,所选

取的文章 ,有的出自著名经学家和知名学者 ,有的

是从 “子 、史 ”中杂抄得来的 ,因此这本书的内容

和作者很是驳杂 ,各篇的作者是谁很难定论。至

于 《学记 》出自何人之手 ,历来也是众说纷纭 ,莫

衷一是 ,其中最主要的两种观点是:

1.该篇为孔门弟子所作。唐代的孔颖达在

《礼记正义序 》中说:“《礼记 》之作 ,出自孔氏 ,但

正礼残阙 ,无复能明……至孔子殁后 ,七十二之徒

共撰所闻 ,以为此 《记 》。”北宋程颢认为《礼记》虽

出于汉儒 ,但 《乐记》、《学记》、《大学 》等 ,仍出于

孔门弟子是毋庸置疑的。 《学记 》为孔门弟子所

作 ,然而孔门弟子甚多 ,依 《韩非子 ·显学》篇说 ,

孔子死后 ,儒家分为八派 。 《学记》究竟为哪一派

的作品呢? 宋代罗璧引梁沈约的话说:“《学记 》

出毛生 。”毛生即毛苌 ,属子夏氏之儒一派 ,而子

夏只传 《诗 》,未曾传 《礼 》,故此说不足信。冯友

兰认为 《学记 》中 “强立而不反 ”,就是 《荀子 ·不

苟 》篇中 “长迁而不反其初 ,则化矣 ”的意思 ,是

“主张性恶之说”。依此为依据 ,论证 《学记 》为荀

学 。郭沫若则认为 《学记》为孟学 。他说 《学记 》

对于教育与学习是主张自发的 ,言 “道而弗牵 ,强

而弗抑 ,开而弗达 ”。这和 《孟子 ·离娄下》的 “君

子深造之以道 ,欲其自得之也 ,自得之则居之安 ,

居之安则资之深 ,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原 ”,在

精神上完全合拍 。他还认为 , 《大学 》以性善论为

出发点 ,并断定为孟子的高足乐正克所作 ,而《大

学 》与 《学记 》为表里 ,因此认定《学记 》亦为乐正

克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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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该篇由汉儒董仲舒所作。清代陆奎勋认为

《学记 》是继 《王制》而作 ,而 《王制 》是汉文帝时

的作品 ,因此 , 《学记 》也被定为汉时作品。后来

的俞正燮也说《王制》、《学记》出自汉儒之手。杜

通明或许受清代陆奎勋等的影响 ,认为 《学记》为

子夏后学汉经师家董仲舒所作 。他在 《学记考

释 》里指出 , 《学记 》中的文字 ,与董仲舒 《春秋繁

露 》及 《对贤良策 》中的文体 、语句颇多相似之处。

如 《学记》中常引用古书而加以结论说 , “此之谓

也 ”, “其此之谓乎 ”,而 《春秋繁露 》中亦多采用同

样的语句。他还认为董仲舒的思想和主张 ,亦往

往与《学记》所载有相互发明之处 。如 《学记 》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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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化民成俗 ”,董仲舒在 《对策(三)》中也有 “古

者修教训之官 ,务以德善化民 ”。 《学记 》有:“玉

不琢 ,不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 。”董仲舒则在 《对

策(二)》中说:“常玉不琢 ,不成文章 ,君子不学 ,

不成其德。”《学记 》中特别强调 “继志 ”、“务本 ”,

董仲舒也有 “重志 ”、“重本 ”的主张 ,因之就认定

《学记》为董仲舒所作
[ 2]

。

(二)学记的成书

至于《学记》的成书年代 ,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是认为成于汉代 ,二是认为成于战国。持前者

的理由:其一 , 《礼记》乃 “杂出于汉儒”,内容主要

反映 “秦汉之礼 ”,故 《学记 》也不例外 。其二 ,战

国时期教育问题未受重视 , 《学记 》的 “大学之

教 ”、“大学之法” ,只能是反映汉代太学建立之后

对学校教育与教学的要求。其三 , 《学记》与 《中

庸 》为同时代作品 ,或作于 《中庸 》之后 ,而 《中庸 》

却是秦统一后儒家之作。其四 , 《学记 》乃董仲舒

所作。持后者的理由:一是《礼记》为思孟学派的

作品 , 《学记 》也为思孟学派的作品 ,按 “思 、孟 、乐

正氏皆出曾门 ”之论 ,即子思学于孔子的高足曾

参 ,孟子受业于子思之门人 ,乐正克学于孟子。至

乐正克时 ,已到战国晚期。二是 《学记》中的 “当

其为尸 ,则弗臣也;当其为师 ,则弗臣也 ”揭示了

“君”与 “师”的对等关系 ,从而对君臣间的尊卑关

系作些修正。与此相反 ,汉代董仲舒以 “君权神

授 ”将尊君抑臣理论化 ,授予皇帝至高无上的权

力 ,故认为 《学记 》成于汉代 ,或认为为董仲舒所

作 ,于理不通 。三是《学记 》中的 “始驾者反之 ,车

在马前 ”,先秦养马 ,主要用以驾车。战国后期 ,

除赵国有单骑 ,马用以驾车仍是普遍现象。后此

关于骑马的记载 ,则见于秦末汉初。秦汉之际 ,驯

马主要为便于骑 ,非便于驾。则 “始驾者反之 ,车

在马前 ”,只能是战国时期的特定语言
[ 3]

。

由上所述 ,我们清楚地看到 ,长期以来 ,学者

们对于我国古代最早的教育专著 《学记 》的作者

究竟是谁及成书年代 ,做了许多有益的探讨和研

究 。然而 ,由于各种原因 ,至今仍没有获得一个为

学术界所满意的定论 。本文认为对于 《学记 》作

者的认定应采取 “宜粗不宜细 ”的原则。由于《礼

记 》多数篇章源于思孟学派 ,因此 , 《学记 》应是思

孟学派的著作 ,也不排除乐正克所作的可能性。

关于《学记》的成书 ,本文认为《学记 》成书于战国

时期。在战国时期 ,群雄并起 ,百家争鸣 ,各家在

相互诘难的同时 ,也在相互渗透 。因此 ,思孟学派

在较长时间的传习过程中 ,在继承前辈和荀子的

思想的同时 ,也吸取了同时代各家与之相适应的

思想精髓 ,详细总结有关教育理论 ,逐步系统化 、

完整化 ,是时已基本谋篇成书 ,定其格局 。如 《学

记 》中 “善待问者如撞钟 ,叩之以小者则小鸣;叩

之以大者则大鸣 ”当取自《墨子 》“君子如钟 ,击之

则鸣 ,弗击不鸣”。逮 “秦火 ”之后 , 《学记》或有损

失 。继而又经汉儒在传经和编辑 《礼记 》过程中

逐步充实 ,加入了汉代的思想内容 , 如三引 《说

命 》之说作为某个问题的结论性的论说 ,就是最

好的说明。逮《小戴礼记》定格后 , 《学记》也就定

型成为我们今天所研究的这种面貌 ,并成为人类

历史上第一部从哲学分离出来 ,体系十分完整而

系统的教育理论专著
[ 4]

。

二 、《学记 》中的教育建构

《学记 》通篇以名言隽语构建而成 ,全文仅

1 229个字 ,篇幅虽短 ,但简约达练 ,字字珠玑 ,涵

盖的内容十分广泛。 《学记 》以 “建国君民 ,教学

为先” , “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 ”为总纲 ,以一套相

对完整的学制体系为组织基础 ,以一套相互衔接

的学年制度和严格的学生考核标准为制度保障 ,

以 “教学相长 ”等为代表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为方

法论支持 ,以 “善教 ”之师为人力支持 ,建构起了

一套相对完整的教育理论体系 。

(一)“建国 ”与 “化民 ”:“教学为先 ”的双重

作用

《学记》前两段以格言化的语言从必要性和

可能性两个方面论证了教育的作用 。它把教育的

作用概括为 16个字:“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 “化

民成俗 ,其必由学 ”。这里的 “教学”等同于教育。

《学记 》认为教育的作用包括相互联系的两个

方面:

1.“建国君民 ”:教育与社会建构 。教育的社

会功能 ,为历代教育思想家所肯定 。 《学记 》对先

秦儒家的这一思想 ,做出了史无前例的高度的理

论概括 ,并开宗明义说:“发虑宪 ,求善良 ,足以谀

闻 ,不足以动众;就贤体远 ,足以动众 ,未足以化

民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 。玉不琢 ,不

成器;人不学 ,不知道 。是故古之王者 ,建国君民 ,

教学为先 。” “发虑宪 ,求善良 ”、 “就贤体远 ”与

“学”是三种层次不同的教化政策 , “谀闻 ”、“动

众 ”与 “化民 ”是三种层次不同的教化效果。从这

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知道 “学 ”是最好的教化政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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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民”是最好的教化效果。因此 , “化民成俗 ,其

必由学 ”。教育具有育人才 、一道德 、正人心 、美

风俗的功能 ,对于治国安民具有重要的意义。这

段话明显地揭示了教育是立国之本这一带有本质

性的理论问题。

2.“化民成俗 ”:教育与个人建构 。教育是一

项培养人的活动 ,教育社会功能的实现必须由所

培养的人来完成。 《学记 》以 “琢玉成器 ”为喻引

申出 “人不学 ,不知道 ”,揭示了经过 “雕琢 ”人能

“成器”的教育的可能性 ,以及只有通过教育人才

能 “知道 ”的教育的必要性 。 “人不学 ,不知道 。”

教育具有使人明晓道理的作用 ,人必须通过接受

教育 ,才能成人成才 ,这就论述了教育对于促进个

人发展的重要作用。

(二)学制与管理:实施 “教学为先”的组织和

制度保障

在确定了 “建国君民 , 教学为先 ”, “化民成

俗 ,其必由学 ”的治国政策之后 ,要落实此既定政

策 ,在考虑教什么 、怎么教之前 ,首先要解决教育

的空间 ,即机构问题 。由此 , 《学记 》设想了一套

相对完整的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建制办学的学制

体系 ,为教育的顺利实施提供了组织保证 。另外 ,

《学记》还制定了一套相互衔接的学年制度和严

格的学生考核标准 ,为保证教育教学质量 ,实现

“建国君民” 、“化民成俗”的教育目的提供了制度

保障 ,也为我国传统教育管理思想的发展开启了

端绪。

1.“塾 -庠 -序 -学”:学制体系 。 《学记》本

着儒家德治精神 ,强调 “建国君民 , 教学为先 ”,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乎 ”。基于此 ,设

想了从中央到地方按行政建制办学 , “家有塾 ,党

有庠 ,术有序 ,国有学 ”。古代二十五户为一家 ,

五百户为一党 ,两千五百户为一术 ,是地方各级行

政单位;塾 、庠 、序 、学都是古代学校名称 。 《学

记 》主张从 “家”到诸侯国分别设立不同级别的学

校 ,构成一个完整的学校系统 ,实施政教合一的管

理职能 。这个设想渊源于古代学校制度的传说 ,

也成为后代政府进行重大教育改革和规划的

蓝图。

2.“小成 ” -“大成 ”:学年制度 。 《学记 》将

学年设想为两段 、五级 、九年。 “比年入学 ,中年

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 ,三年视敬业乐群 ,五年视

博习亲师 ,七年视论学取友 ,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

通达 ,强立而不反 ,谓之大成 。”入学第一年为明

确心意 ,立定志向 ,读书能习字断句 ,明章成篇。

第三年要做到专心学业 ,与人和睦相处 。第五年

要求知识面宽广 ,同老师建立亲密无间的关系。

第七年要求具备独立的见解和选贤能为友的能

力 。达到上述要求的 ,即达到 “小成 ”。第二阶段

再学两年 ,即 “九年 ”高级阶段 ,要求于所学必须

触类旁通 ,闻一知十 ,意志坚定 ,不失师悔 ,可谓

“大成 ”。这是一个从初级到高级的完整的九年

制大学学制 ,由此可见古代年级制的萌芽。 《学

记 》厘定的学年制度是我国教育史上之首创 ,标

志着教学从随意的松散的状态转而为更有计划地

更有目的地进行教学 , 具有巨大的突破性和开

创性。

3.“中年考校 ”:考核制度 。教育评价对学生

的发展具有导向功能 , 《学记 》确立了一套古朴

的 、完整的考核标准 ,并使之形成了一种制度 ,这

就使学生有了明确的学习目标 ,有助于其保持稳

定的学习心态。首先 , 考核时间固定。 《学记 》

说:“比年入学 ,中年考校。”头年进校 ,第二年就

要考核 ,以后隔年考核一次。其次 ,考核内容全

面 。 “辨志” 、“乐群”、“亲师 ”、“取友 ”和 “强立而

不反”等属于德育范畴 , “离经” 、“博习” 、“论学 ”

和 “知类通达 ”等 ,则属于智育范畴 ,体现了德智

并重的思想 。再次 ,考核程序合理。考核标准是

根据循序渐进 、逐步加深 、前后连贯 、各得其分的

精神而规定的 ,对不同学年的学生有不同的要求。

(三)教学原则与方法:实施 “教学为先 ”的方

法论支持

“人不学 ,不知道 ”, “虽有至道 ,弗学不知其

善也”。 “道 ”是教育的主要内容 ,教学是传 “道 ”

的根本途径和重要手段。基于此 , 《学记 》又从教

学的方法论上论述了如何传 “道 ”的问题 ,提出了

“教学相长” 、“豫时孙摩”、“长善救失 ”等重要的

教学原则和 “喻 ”、“善问 ”等重要的教学方法 ,为

落实 “教学为先”提供了方法论的支持。事实上 ,

《学记 》历来被认为是系统全面论述教学法的著

作 ,古今学者多是从教学论的角度给予 《学记》肯

定性的评价 。朱熹说:“此言古者学校教人传道

授业之序与其得失兴废之由 ”;清代学者陈澧说:

“后世教士以此为法” , “若以此为法 ,学术由此而

盛 ,人才由此而生矣”
[ 5] 172

。概括起来 , 《学记》论

述的教学原则和方法主要如下:

1.“教学相长 ”。教学相长是 《学记 》在教育

史上首先提出的重要教学思想 ,可视为 《学记》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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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与学的总纲。 “教学相长 ”这一命题 ,揭示了教

学过程的本质 ,即教学是教师的教与学生的学所

构成的双边活动 。 《学记 》中说:“虽有佳肴 ,弗食

不知其旨也;虽有至道 ,弗学不知其善也 。是故 ,

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 。知不足 ,然后能自反

也;知困 ,然后能自强也。故曰:教学相长也 。”教

和学是教学过程中不可分割的辩证统一体的两个

不同侧面 , 教离不开学 ,学也离不开教 , “教 ”因

“学”而得益 , “学 ”因 “教 ”而日进 ,二者相辅相

成 ,相互促进 ,相得益彰 ,共同提高。教与学的对

立统一 ,形成教学的全过程。揭示这条规律 ,是

《学记》对教育学史的重大贡献。

2.“兴 ”与 “废 ”。 《学记 》在论 “大学之法 ”

时 ,总结出了四项 “教之所由兴 ”的教学原则———

“豫 、时 、孙 、摩 ”。 “大学之法 ,禁于未发之谓豫 ,

当其可之谓时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 ,相观而善之谓

摩 。此四者 ,教之所由兴也 。” “豫” ,即预防性原

则 ,要求教师在施教之前 ,要及时采取措施 ,争取

将不良之事 “禁于未发 ”之前 。“时 ”,即及时性原

则 ,要求教师抓住适当的教育时机 ,及时施教。

“孙”,即不越级 ,要求教师以学生身心发展的规

律为依据 ,按照由浅入深的 、由简到繁的基本规

律 ,进行施教 。 “摩”,即集体性原则 ,强调同学之

间相互学习 ,取长补短。 “豫 、时 、孙 、摩 ”,是教师

施教和学生学习必须遵循的基本依据 ,是教育取

得成功的因素。

《学记》不仅总结了成功的教学经验 ,也总结

了六条 “教之所由废 ”的教训 , 以警示教育工作

者 。 《学记》记曰:“发然后禁 ,则扞格而不胜;时

过然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 ,则坏学而

不脩;独学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 ,燕

辟废其学。此六者 ,教之所由废也。”如果有了不

良的行为才去禁止 ,就不容易矫正过往;如果错过

了求学时机 ,学习就不容易取得成就;如果教材杂

乱无章 ,不注意循序渐进 ,教学就不容易收到效

果;如果关起门来学习 ,缺乏同学辅助 ,知识就不

容易得到增长;如果平时安于同表现不好的同学

结伴为非 ,就会违背师教;如果安于同那些同学搞

不正当的事 ,则会荒嬉学业。这六点都是导致教

育失败的因素。

3.“长善救失 ”。 《学记 》概括总结了致使学

生学习失败的四种类型的原因:“人之学者也 ,或

失之则多 ,或失之则寡 ,或失之则易 ,或失之则

止 。”一是好高骛远 、贪多务得 、急于求成;二是知

识面窄 ,所学过于初褊狭;三是拈轻怕重 、专拣容

易 ,难有造诣;四是意志薄弱 、浅尝辄止 、半途而

废 。值得称道的是 ,早在两千多年前 ,我国古代学

者就从心理学的角度认识到 “教学四失 ”的原因 ,

即 “心之莫同也”。 《学记》接着说:“知其心 ,然后

能救其失也 。教也者 ,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教师

只有对每一个学生 “知其心 ” ,了解到学生的短

处 ,才能有的放矢地去矫正这些缺点 ,做到 “长善

救失”。其中 ,蕴涵着丰富的教育心理思想 。

4.“藏息相辅 ”。 《学记 》并不提倡穷经皓首 、

悬梁刺股式的愚勤式的学习方法 ,而是主张劳逸

结合 、张弛有度 ,提出了 “藏息相辅 ”的原则 ,谓

曰:“大学之教也 , 时教必有正业 , 退息必有居

学 。”认为课外活动是课内学习的延伸和补充 ,它

们之间是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的 。对于课外的

“退息 ”, 《学记》并没有主张单一消极 “休息 ”,而

是提倡开展有益的游艺活动 ,进行积极 “休息 ”,

所以《学记 》还说:“故君子之于学也 ,藏焉修焉 ,

息焉游焉。”在上课时全神贯注 ,认真学习;在休

息的时候则身心放松 ,尽情游乐 。 《学记 》所提出

的 “时教”与 “退息 ”、“藏修 ”与 “息游 ”相统一的

教学原则 ,虽然很简单 ,但它却抓住了人生理机制

的紧张与疲倦和心理活动的兴奋与抑制等基本特

点 ,符合学生身心发展的规律 ,至今仍有一定的积

极意义 。

5.“善喻 ”与 “善问 ”。 《学记 》对一些教学方

法也有精当的阐述 , “君子之教 ,喻也:道而弗牵 ,

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 ”。有经验有修养的教师 ,总

是善于运用启发诱导的方法 。那就是:给学生指

引一条正确的道路 ,启发他们自己前进 ,而不是硬

牵着他们走;激励他们 ,但不强制使之顺从;给予

学生适当的点拨 ,但是不能和盘托出 。 “道而弗

牵则和 ,强而弗抑则易 ,开而弗达则思。和 、易 、以

思 ,可谓善喻矣。”“道而弗牵 ”,学生才会乐于受

教 ,教与学之间 ,师与生之间的关系才会和睦友

善;“强而弗抑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自觉性 、主

动性才能很好发挥 ,即使有困难也易于克服;“开

而弗达 ”,学生才能独立思考 ,培养其思维能力。

做到了 “和 、易以思”,才叫做 “善喻”。

此外 , 《学记 》以 “攻坚木 ”, “撞钟 ”作喻 ,从

善问与善答两个方面来论述了问答教学法 。 “善

问者如攻坚木 ,先其易者而后其节目;及其久也 ,

相说以解。不善问者反此 。善待问者如撞钟 ,叩

之以小者则小鸣;叩之以大者则大鸣 ,待其从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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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尽其声。”善于发问的教师要遵守循序渐进

的原则 ,做到先易后难 ,由浅入深。就像砍硬木一

样 ,先砍容易砍的地方 ,后砍有关节的地方 。而善

于解答学生问题的教师 ,则要抓住问题的要害所

在 ,根据学生的学习水平给予深度适当的答案 ,最

大限度地开发学生的潜能 。如同撞钟一样 ,敲得

轻些声音就小 ,敲得重些声响就大 ,利用其悠扬不

绝的音波 ,反复吟味 ,以尽其绪 。教师如不遵守这

些原则 ,就会导致 “师勤而功半又从而怨之 ”的结

果 。这些提问和问答的原则仍是今天教学实践中

十分宝贵的参考 。

(四)“博喻 ”之师:实施 “教学为先”的人力

支持

“建国君民”和 “化民成俗 ”必须依靠教学去

实施 ,而教学必须依靠教师去完成。事实上 ,对教

师职业的论述贯穿了 《学记 》的始终 ,其对教师的

社会地位 、作用及素质要求都做出了系统论述 ,提

出了一系列的标准和要求 ,为实施 “教学为先”的

治国方略提供了坚实的人力支持。

1.慎于择师。学校教育成功的关键是拥有一

支优秀的师资队伍。 《学记 》提出 “能为师 ,然后

能为长;能为长 ,然后能为君 ,故师也者 ,所以学为

君也。是故择师不可不慎也 ”。此处把为师 、为

长 、为君看作一个相互联系的过程 ,使为师实际成

为为君的一种素质 ,这说明了 ,教师本身也在学习

和教人如何统治人民 、治理国家 ,教师素质的高低

直接关乎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 ,因此 ,选拔教师

时不能不格外郑重其事。

2.师严道尊 。教师是道的化身 ,发展教育事

业 ,达到 “建国君民”、“化民成俗 ”的目的 ,关键在

于尊师 。 《学记》说:“凡学之道 ,严师为难。师严

而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只有尊师 , 才能重

道;只有重道 ,才能在全国范围内营造重视教育的

社会风气。 《学记 》不仅提出尊敬教师 ,还强调给

教师以崇高的社会政治地位。 “当其为师 ,则弗

臣也。大学之礼 ,则诏于天子无北面 ,所以尊师

也 。”即使是帝王对教师也要尊重三分 ,以宾主之

礼待之 。 《学记》把尊重教师 ,重视教育视为 “务

本 ”。 “古之学者 ,比物丑类 。鼓无当于五声 ,五

声弗得不和;水无当于五色 ,五色弗得不章;学无

当于五官 ,五官弗得不治;师无当于五服 ,五服弗

得不亲 。”在这里 ,作者通过一系列类比形象地说

明了教师对于家庭和谐 、社会和谐的重要作用。

《学记》中的 “师严”和 “道尊 ”的观念是我们今天

所讲的 “师道尊严 ”这一伦理概念的滥觞 ,体现了

古代对教育的尊重 , 对教师的尊重 ,对知识的

尊重。

3.对教师的素质要求。教育是治国之本 ,教

师是治教之本。教师地位之高 ,与君并行;作用之

大 ,关系到治国平天下 。因此 , 《学记 》对教师自

身素质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 。首先 ,在理论水平

方面 ,要求教师懂得教育理论 , 掌握教育规律。

“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又知教之所由废 ,然后可

以为人师也。”《学记》还要求教师注意学者容易

失误的四个方面 ,即失之 “多 、寡 、易 、止 ”,然后有

的放矢地去施教 ,做到真正的 “长善救失 ”,从而

实现 “使人由诚 ”、“教人尽材 ”的教学目的 。再

次 ,在教学能力和教学水平方面 ,要求 “君子知至

学之难易 ,而知其美恶 ,然后能博喻;能博喻 ,然后

能为师 ”。教师既要从教学的实际出发 ,掌握教学

入道的难易 ,又要辨析学生资质品德的美恶 ,在各

个不同的层次上去多方面地启发学生 ,因材施教。

只有做到这些 ,才称得上是一名合格的教师。教

师在启发诱导学生时 ,要讲究语言艺术 , “其言

也 ,约而达 ,微而臧 , 罕譬而喻 ”。具有渊博的知

识是教师进行 “博喻 ”的前提 ,因此 , 《学记 》对教

师的知识结构又提出了要求 ,严正并直截了当地

提出 “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 ,即要求教师有

精深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 。

三 、《学记 》的现代启示

(一)“教学为先”:确立教育在现代化建设中

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重教是儒家教育思想的核心命题。孔 、孟 、荀

等儒家大师都反复论证了教育在社会发展中的作

用 ,都主张通过道德教化来整顿风俗 ,使社会秩序

和谐 ,国家长治久安 。 《学记 》开宗明义提出 “建

国君民 ,教学为先 ”, “化民成俗 ,其必由学” ,这是

对教育的社会功能的高度理论概括 ,揭示了教育

是立国之本这一带有本质性的理论问题 ,是 《学

记 》的总纲。 《学记》的最后一段 “三王之祭川也 ,

皆先河而后海 ,或源也 ,或委也 ,此之谓务本 ”。

再次提出要以教育为本 ,与开头首尾呼应 ,确立了

教育在治国安邦中的重要地位 ,这对于我们正确

认识教育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的战略地

位 ,不无意义 。

当前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 ,国际竞争日趋激

烈 ,知识越来越成为提高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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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决定性因素 ,人才资源越来越成为推进经济社

会发展的战略性资源 ,教育是提高人民思想道德

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的基本途径 ,是发展科学技

术和培养人才的基础工程 ,在现代化建设中具有

先导性 、全局性的作用 ,因此 ,必须摆在优先发展

的战略地位 。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 “优

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因此 ,要高度

重视教育在经济 、社会发展全局中的重要作用 ,切

实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为全面建设

小康社会 、建设创新型国家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提供强大的人力支持。

(二)“善喻 ”:倡导启发式教学 ,实施素质教

育

《学记》主张教学要从学生实际出发 ,把握住

学生的心理特点 ,采用 “喻 ”的启发式教学 ,这在

教学中有着及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启发式教学

方法在我国 ,首先是孔子在长期教学实践中提炼

出来的 ,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

反则不复也 ”,十分明确地表述了启发性教学的

要点。孔子的这种思想后来为孟轲所继承和发

展 ,如说 “君子引而不发 ,跃如也 ”。他特别强调

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 《学记 》对启发式

教学作了最完善的发挥 , 主张教学中不仅要

“喻”,还必须 “善喻 ”,强调 “弗牵 ”、“弗抑 ”、“弗

达 ”,相信学生具有自觉主动的意志表现和独立

思考的创造能力 ,实现了教学过程合规律 、合目

的 、合人性的有机统一 ,最大限度地突出了学生的

主体性地位 。因此 ,在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 , 《学

记 》中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的原则仍具有振聋发

聩的作用。要实现建设人力资源强国 、提高人口

素质的目标 ,必须深化教学改革 ,改变单纯灌输式

的教学方法 ,实施启发式教学 ,使学生积极思考 、

自觉学习 、自求自得 ,提高他们的思维和创新能

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反复强调要采用启发式教

学 ,他在视察北京师范大学时主张弘扬孔子提出

的 “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思想 ,采用启发式教学

方式 ,避免灌输式 ,培养学生发现问题 、善于思考

问题 、独立解决问题的能力
[ 6] 141

。

(三)“博喻 ”之师: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提高

教师专业素质

《学记》历来不仅被认为是系统全面论述教

学法的著作 ,而且也是一部系统全面论述如何为

人师 、如何为良师的著作 。梁启超说:“《学记》一

篇 ,乃专标诲人之术 ,以告天下之为人师者 。”近

人王树楠认为 《学记 》是 “讲求师范者必要之书

也 ”
[ 5] 173

。 《学记》从日常的教育实践经验中把握

了教师职业的各种特征和性质 ,其对教师职业的

论述 ,对于当前的教师队伍建设具有宝贵的借鉴

意义。

实现 “优先发展教育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

战略任务 ,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提高教育质量 ,离

不开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的有力支撑 。胡锦

涛总书记在全国优秀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教师是

人类文明的传承者。推动教育事业又好又快地发

展 ,培养高素质人才 ,教师是关键。全面实施素质

教育 ,要求我们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进一步提高教

师素质 。首先 ,要坚持标准 , “慎于择师 ”。在选

聘教师时 ,要依据教师专业标准 ,严格教师聘用条

件 ,坚持德智并举的考察制度 ,在第一时间把不合

格的人选拒之门外 ,把那些学识渊博 、品行端正 、

开拓创新能力强的人吸纳到教师队伍中来。其

次 ,要通过各种途径提升教师素养 。一方面教师

要向教学实践学习 ,边教边学 、以学促教 、教学相

长 ,不断提高自己的专业水准;另一方面要加强对

教师的培训 ,使教师及时更新教育观念 ,改进教学

行为 ,从而适应素质教育的需要 。再次 ,要形成尊

师重教的良好风尚。尊重教师是调动教师工作积

极性 ,发挥教师工作热情的前提 。在我国 ,尊师重

教已逐渐由政策 、舆论发展为立法保障。随着

《教师法》、《教育法》等一系列教育法律法规的相

继颁布和实施 ,全社会尊师重教的风尚进一步得

到强化 , 为教师队伍建设营造了良好的法制环

境
[ 6] 170

。另外 ,教师自身也要自尊自励 、自警自

省 ,全面提高自身素质 ,为人师表 ,以人民教师特

有的人格魅力和学识魅力 ,树立起威信 ,从而成为

青少年效仿的榜样和社会道德的楷模 ,赢得全社

会的尊重。

《学记》荟萃了先秦时期教育实践经验之精

华 ,闪耀着古代学者教育智慧之灵光。在步入 21

世纪的今天 ,回首这一经典论述 ,科学地借鉴其中

的合理成分 ,不仅能使我国古代的教育思想宝藏

重放异彩 ,而且也能给我国新时期的教育改革注

入新鲜的思想营养 ,从而更好地指导新时期的教

育改革实践 。

参考文献

[ 1 ] 　郭沫若.十批判书 [ M] .北京:科学出版社 , 1956:

137-138.

80 　　　　　　　　　　　高　校　教　育　管　理　　　　　　　　 　　　　　　　　第 3卷



[ 2 ] 　顾树森.学记今译 [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1957:6-7.

[ 3] 　高时良.学记研究 [ 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

2006:18-20.

[ 4] 　王炳照 ,闫国华.中国教育思想通史:第 1卷 [ M] .

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 1996:368.

[ 5] 　毛礼锐.中国教育史简编 [ M] .北京:教育科学出

版社 , 1984.

[ 6 ] 　俞家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理论研究 [ M] .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2008.

(责任编辑　朱漪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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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RecordsofEducationistheearliestmonographofpedagogyinourcountry.Itsgeneralprincipleis

“givingprioritytoeducationinbuildingupacountryandgoverningitspeople” and“transformingthepeople

andperfectingthemannersandcustomsthrougheducation.” Arelativelycompletesetofeducationalsystem

andmanagementsystemisestablishedandteachingprinciplesandmethodsarepresented.Meanwhile, strict

requirementsaremadeforteacherstofulfillthisprinciple.Anditspropositionssuchas“educationshouldbe

putfirst”, “teachingandlearningpromoteandenhanceeachother”, “promotepupil' svirtuesandcorrect

theirdefects” , and“begoodattellingparables” haveabidingvitalityandinfluence, andmayserveasanin-

spirationtothecurrentreformsin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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