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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学记》所确立的教育思想 , 二千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 , 光耀教坛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深刻地揭

示了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学记》中“教学为先” ,“善喻” ,“豫时孙摩” 、“长善救失” ,“教学相长” 、“藏修息游” , “为

人师”的资格以及“严师” 、“道尊” 、“敬业”的思想 , 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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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记》全文1 227字, 论述了教育目的 、学校学制 、教育
教学原则方法 、教师修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它论证严密,
说理辩证 ,言简意赅。

　　一 、“教学为先” ———治国的根本大计

《学记》开篇即云:“求善良 , 足以小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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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民成俗 , 其必由学”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16 个
字, 见地何等深刻!

《学记》认为 , 治国者要统一民心 , 化民易俗, 形成统一
的社会道德风尚 ,形成良风美俗 ,“其必由学” ,因而 , 建国者
要建立国家, 为民之君 ,莫过于“教学为先” 。

《学记》关于教育在立国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观点,
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 是高瞻远瞩的。 正如现代著名教
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的: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

　　二 、“善喻”教学法———古今教育家一脉相承

孔子有句名言:“不愤不启 , 不悱不发。”意为当学生对
某个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
发;当学生对某个问题思考已有所得 , 但不十分明确 、还表
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

《学记》指出:“君子之教喻也, 道而弗牵 , 强而弗抑 , 开
而弗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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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喻” 即启发 , “善喻” 即善于启发。
“善喻”教学法包括三个要点:

一是“道而弗牵” 。“道”即“导” , 要求在教学过程中 , 教
师起主导作用 ,引导学生主动地投入学习 , 而不能牵制束缚
学生的思维, 拉着他们的鼻子走。
二是“强而弗抑” 。“强”即鼓励 、督促。要求在教学过

程中 ,不断给学生以鼓励和督促 , 给学生以足够的自信心。
在愉快的教学过程中 ,使学生感到我能我行 , 而不能压抑学
生的思维 ,妨碍发展。
三是“开而弗达” 。“开”即“开端” , 指提出问题;“达”即

“通达” 、“到达” , 指问题的结论 、答案。要求在教学过程中,

教师提出问题后 ,不必马上提供答案, 应引导学生自己去钻
研 ,去探究 ,力求自己解答。

“善喻”教学法强调“道、强 、开” , 禁止“牵 、抑 、达” 。其
核心在“道”(导),其目的在“和易以思” , 要求在和谐的教学
过程中 ,开发学生智力, 培养学生能力。这不仅符合教学的
一般规律 ,而且揭示了教学过程与方法的本质特征。两千
多年来 ,它一直为教育家们所推崇并付诸实践。
宋朝朱熹很重视“善喻”教学法。他说:“指引者师之功

也。”又说:“师友之功 , 但能示之于始, 而正之于终尔。”朱熹
强调教师的作用在于“道” , 在于“指引” , 而不是“牵引” , 这
和“道而弗牵”的观点是完全—致的。我们现在倡导的“三
维”教学目标 ,自主 、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 认为教师应营
造和谐氛围, 在课堂上当好组织者与指导者, 要以学生为主
体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这些新理念 , 究其根底 ,它与“善
喻”教学法是一脉相承的。

　　三 、“豫时孙摩” 、“长善救失”———永恒的教育教学原则

《学记》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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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接
着 ,《学记》从反面加以论证。“发然后禁 , 则捍格而不胜;时
过然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 , 则坏乱而不修;独学
而无友 ,则孤陋而寡闻……教之所由废也。”“豫 、时、孙 、摩”
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四条教育原则。而一“兴”一“废” , 则指
出了“豫时孙摩”的极端重要性。

“豫”即“预” 。《学记》认为对学生教育 , 应该在学生不
良行为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如等到不良行为发生后再制
止 ,就格外费力。

“时”即“及时” 。《学记》认为抓住适当时机 , 及时教学 ,
便会获得最佳效果。如错过时机 , 再勤奋费力, 也难以取得
成效。

“孙”即“顺” ,“循序渐进” 。要求循序渐进学习, 一步一
个脚印地前进 , 不能好高骛远。如“杂施”无序, 学生学得夹
生 ,只能事倍功半。原苏联巴甫洛夫曾经再三告诫青年“循
序渐进 ,循序渐进, 再循序渐进”就是这个道理。

“摩”即“观摩” 、“切磋” 。主张同学之间相互观摩, 合作
学习 ,取长补短, 就能共同进步。否则 , 独学而无友, 必将孤
陋寡闻 ,影响进步。当然, 《学记》还认为 , 交友要慎重, 不要
因为交友不慎 , 走上歧途。

“豫时孙摩”四条原则方法 ,置之当今, 可以视为教学指
南。“教之所由兴” ,在于它符合教学认知的一般规律。“教
之所由废” ,在于它不“豫” 、违“时” 、不“孙” 、无“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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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使教学更有效地进行 ,《学记》还提出“长善救失”的
教学原则。

《学记》说:“学者有四失 ,教者必知之。人之学也 , 或失
则多 ,或失则寡, 或失则易 ,或失则止 , 此四者 ,心之莫同也。
知其心 ,然后能救其失也。教也者 , 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长善”即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 及时加以肯定。这
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的:“教育者的明智 、技
巧和艺术 , 就在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特有的兴趣 、爱好 、特长
和志趣 ,大胆地让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尽量的发展。甚至
是在最平庸的 、智力发展上最感困难的学生面前 , 都向他打
开精神发展的领域, 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一个高处 , 显
示自己 ,宣告大写的`我' 的存在 , 从人的自尊感的源泉中吸
取力量 ,感到自己并不低人一等 , 而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
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其实是“长善”的最好注脚。

“救失”即补救过失。《学记》分析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
在的毛病 ,总结出了四种类型。一为“或失则多” , 表现为贪
多务得 ,过于庞杂 ,缺乏专精;二为“或失则寡” , 表现为学习
单一 ,知识面过于狭窄;三为“或失则易” , 表现为对学习的
艰巨性估计不足 ,浅尝辄止;四为“或失则止” , 表现为在学
习中畏难退缩而裹足不前 ,缺乏积极进取的勇气。
这四种类型的缺点与毛病 , 有显性的, 有隐性的;有张

三的 ,有李四的;有“多”的 ,有“寡”的;有“易”的 ,有“止”的,
正是“心之莫同也” 。作为教师 , 就得深刻了解学生的个性
心理特征 ,“知其心, 然后能救其失也” 。

　　四 、“教学相长” 、“藏修息游” ———跨越时空的先进理念

《学记》说:“虽有嘉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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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段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 , 还全面论证了教与学的

辩证关系 , 指出了教与学是辩证的统一体, 相互依存 , 相互
促进。知识是无穷的 ,教学是无止境的。教因学而得益 , 学
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 , 学也能助长教 , 这就是“教学相
长” 。现在 ,“教学相长” 仍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提倡 , 只是
语意有所偏重 , 着重指师生之间的互相促进 , 共同提高而
已。

《学记》又说:“时教必有正业 , 退息必有居学。不学操
缦, 不能安弦;不学博依 ,不能安诗;不学杂服 ,不能安礼;不
兴其艺 ,不能乐学。故君子之于学也 , 藏焉修焉息焉游焉。”
“藏息相辅”的原则要求课内与课外相结合 ,劳与逸相结合,
学习时要尽心学习, 休息时要尽心游乐。
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正业”与“居学”———课堂教学与

课外作业 、课外活动之间的关系。《学记》认为 , 课外若不练
习好调弦, 课内就完成不了乐教的任务;课外若不练习好声
乐歌咏 ,课内就完成不了诗教的任务;课外若不练习好洒扫
应对进退这些日常礼节 ,课内就完成不了礼教的任务;课外
若不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技艺活动 , 就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
学习兴趣。“正业”与“居学”是教育的两个轮子, 缺一不可。

“藏修息游” , 虽然只有 4字 , 却全方位地探讨了课堂教
学与课外活动 、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 、学习与游乐、亲师与
乐友等诸多关系 ,同时指出它们是相对的统一体 , 是整个教
育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是很了不起的立体构建 , 它
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综合性学习活动 ,研究性学习活动 , 本质
上是一致的。

　　五 、“为人师”资格———严格的素质要求

《学记》对教师的要求涉及好多方面 , 直接提到能“为
师”的有二处:一是“善歌者使人继其声 , 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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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喻” ,即循循善诱, 不拘一途也。二是“君
子既知教之所由兴, 又知教之所由废 ,然后可以为人师也” 。
看来,《学记》对“为师”的要求起码有二:一是相当的修

养。教师应“知至学” 、“知善恶” 。也就是说 , 为师的必须具
有一定的社会理想和高尚的师德, 同时具有渊博的学识。
二是懂得教育学。教师应“知兴废” 、“能博喻” 。也就是说 ,
为师的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 ,能够遵循教育与教学原则, 掌
握并熟练运用教学技巧进行教学。
反过来, 《学记》又指出:“记问之学 ,不足以为人师。必

也其听语乎 , 力不能问 , 然后语之 , 语之而不知 , 虽舍之可
也。”《学记》认为 , 当教师的如果仅记诵一些古书章句以待
学生提问, 这样的教师 , 没有真正的学问 , 缺乏当教师应有
的学力与修养 ,不能给学生清楚而满意的解答, 不能引导学
生自觉地按着自己所指引的方向前进 ,是“不足以为人师”
的 ,“虽舍之可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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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尽其声” 。《学记》认为 , 作为教师, 传
道解惑 ,要有的放矢 , 击中问题要害, 令问者口服心服, “从
容” 、“尽其声” 。

《学记》还鞭挞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今之教者 , 呻其
估毕 , 多其讯 , 言及于数 , 进而不顾其安 , 使人不由其诚, 教
人不尽其材, 其施之也悖, 其求之也佛。”指出这些教师的教
学 ,不看对象 ,不讲究教学方式方法 , 只会吟讽手中书本, 不
管学生听懂与否 , 随意滥问 , 搞“注入式”教学, 求学者一头
雾水, 不知来龙去脉 , 一堂课下来 , 一无所得。其结果是学
生厌恶教师, 厌恶学习。“隐其学而疾其师 , 苦其难而不知
其益也” 。像这样的学生 , 即使混到学业毕业, 也是不会成
功的。正如《学记》指出:“虽终其业 , 其去之必速, 教之不刑
(“刑”指“成功”),其此之由乎?”

上述可见 , 《学记》对教师素质的要求是挺高的。这跟
现在时髦的说法“学高为师, 行正为范”是一致的。

　　六 、“严师” 、“道尊” 、“敬业” ———并非“师道尊严”

的确 ,《学记》谈到“师严道尊” 。请看原文:“凡学之道 ,
严师为难 ,师严然后道尊, 道尊然后民知敬学。”“严师” , 据
《辞源》解:“严” ,尊敬也。“严师”即尊敬老师也;“道” , 指思
想 、学说 、方法 、技巧, 不同学者 、学派赋予“道”的含意各不
相同。《学记》强调搞教育 , 难的是尊敬教师。指出, 只有尊
敬老师 ,教育才能得到重视 , 社会百姓也才能“敬学” , 才能
尊师重教。

《学记》的提法没有过时 , 其本意与现代教育所摒弃的
“师道尊严”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我们批判的“师道尊严” ,
在于有的教师喜欢唯我独尊 , 搞“一言堂” , 压抑学生的思
维 ,不容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 ,否则 ,被视为大逆不道。
从《学记》全文看, “师尊道严”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对。

至于为师者该不该得到尊敬 ,为师者要不要尊严, 这是毋庸
置疑的。
我们认为 ,为师者, 爱生如子 , 为生者 , 敬师如父 , 这未

必是坏事 ,何况仅仅是比喻而已。
我们还认为 ,如果当老师的没有一点“尊严” , 又怎能在

教学中担当起“组织者”与“指导者”的重任呢?

　　七 、结束语

《学记》的教育思想 ,尤其是教学原则和方法, 虽隔两千
多年, 犹熠熠闪光, 这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教学的一
般规律, 具有普遍性 、科学性和实用性。值得我们认真学
习 、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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