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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学”与“思”视阈下的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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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为探索素质教育的出路，将孔子的“学”与“思”的思想中蕴含的教育理念与当前中国

的教育实际相结合进行分析。分析认为，孔子强调的“学”侧重于知识的累积与继承，而“思”侧重

于知识的创新、发展与批判，在教育过程中将“学”与“思”结合起来有助于人的全面发展与自我完

善。当前，充分认识孔子的“学”与“思”的价值对推进素质教育有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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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素质教育要求教育以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为

根本目的，尊重个人主体精神，培养人的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然而，在中国现行教育实践中，应试教育

观念仍根深蒂固，素质教育的成效不尽如人意。笔

者认为，通过探讨孔子关于“学”与“思”的内涵及其

关系，对克服中国现行教育实践弊端具有借鉴和启

示的意义。正如美国历史学家费正清主张的那样，

只有在中国历史长河的背景下，才会发现其运动的

方向并对目前在中国发生的一切有所了解。因此，

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中国也应该做到“现代创

新必须与历史传统相统一”，尽量利用历史传统并

从中受益［１］。

一、“学”与“思”的内涵及其关系

　　孔子是中国传统教育思想的鼻祖，中国的教育由

传统模式向现代模式转型不能绕过孔子对中国传统

教育思想的贡献。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多方面、多维度

的，这里首先分析其“学”与“思”的内涵及其关系，从

而洞见孔子对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视。

（一）“学”的内涵

１．“学”与“仁”

毫无疑问，学并不是孔子思想的中心，孔子思想

的核心应该是仁，但仁与学之间有着必然的联系。

要成“仁”，第一要紧的就是知道有这些东西，并练

习着按照这些东西生活。因而，《论语》开篇第一句

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２］

孔子从正反两个方面讲到学的重要性。从正面

说，孔子强调“学而不厌”［２］。他自述其道曰：“吾十

有五而志于学。”［２］“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

不如丘之好学也。”［２］“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

无大过矣。”［２］“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

益，不如学也。”［２］。而从反面讲，孔子则有所谓的

“六言六蔽”：“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

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

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

狂。”因此，［２］对孔子来说，不重视学习，即为“贼”、

“佞”［２］。

２．“学”的内容

孔子所谓的学，首先是学文。这里所说的文，也



即诗书六艺之文。《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以

诗、书、礼、乐教弟子。”《史记·滑稽列传》又引孔子

的话说：“六艺于治一也。”《礼记·王制》亦曰：“乐

正崇四术、立四教。顺先王诗、书、礼、乐以造士，春

秋以礼乐，冬夏以诗书。”这些虽然出自汉儒之口，

但结合《论语》之言，我们大体可以说：诗、书、礼、

易、乐、春秋之六艺（大艺），与夫礼、乐、射、御、书、

数之六艺（小艺），都在孔子所学之文的范围内。如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

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２］达巷党人曰：“大哉孔

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闻之，谓门弟子曰：“吾何

执？执御乎？执射乎？吾执御矣。”［２］大宰问于子

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

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子闻之，曰：“大宰知我乎！

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君子多乎哉？不多也。”牢

曰：“子云，‘吾不试，故艺’。”［２］子曰：“君子博学于

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２］陈亢问于伯鱼

曰：“子亦有异闻乎？”对曰：“未也。尝独立，鲤趋而

过庭。曰：‘学诗乎？’对曰：‘未也。’‘不学诗，无以

言。’鲤退而学诗。他日又独立，鲤趋而过庭。曰：

‘学礼乎？’对曰：‘未也。’‘不学礼，无以立。’鲤退

而学礼。闻斯二者。”陈亢退而喜曰：“问一得三，闻

诗，闻礼，又闻君子之远其子也。”［２］子曰：“小子！

何莫学夫诗？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

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２］这里的文，是

泛指六艺，或者专指诗、礼等，它进一步强调了学的

重要性：如果说“仁”是这内层的、情感性的、基础性

的东西，那“文”就是外在的形式规范、秩序约束，它

表现为某个特定时空内所由以维持社会生活各种规

范、人文化成的轨迹，“仁”恰恰要通过“学”来通达。

这又引出了学的第二个内容：学道。

余英时认为，“中国的‘道’源于古代的礼乐传

统，这基本上是一个安排人间秩序的文化传统。”［３］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所恃的‘道’是人间的性格，他

们所面临的问题是政治社会秩序的重建。”［３］此说

极富洞察力，孔子云：“朝闻道，夕死可矣。”［２］“笃信

好学，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乱邦不居。天下有道则

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

且贵焉，耻也。”［２］“君子谋道不谋食。耕也，馁在其

中矣；学也，禄在其中矣。君子忧道不忧贫。”［２］“君

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２］如果说，学

文有固定的对象、程式，可以循序渐进，那么学道则

要复杂的多。这是因为，学道一方面便是继承已有

的诗书礼乐传统，是学文的延伸；另一方面又要对此

传统有所革新和损益，是学文的突破。要突破就必

须有灵性。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与适道；可与

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权。”［２］权，便是对

道有完全彻底地了解，这也就是孔子强调“中行”与

“和而不同”的原因。

综上所述，孔子主张的学的内容涵盖了哲学、文

学、历史、政治、伦理、美学、数学等方面，强调德育、

智育、体育的结合，目的在于要成就一个大写的

“人”。孔子博学多才，身通六艺，正如墨子评价孔

子时说：“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他更以

此作为学的内容而广泛地传授给弟子。正所谓“教

书育人”，不仅传授给学生知识，也教会他们做一个

品德高尚之人。

３．“学”的目的

孔子的学有两个含义。第一是学文，强调学习

文献知识、读书、研究等，相当于今天的书本知识。

但孔子更强调第二层含义的学道，即对做人、做事所

具备的德行和能力的培养。这样，孔子教育思想的

合理性在于其教育内容的全面性，“学”不仅是从不

知到知的求索过程，是知识的积累，而且是对为人处

世原则的学习。因而，孔子重视“好学、乐学”的学

习态度。“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

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２］“知之者不如

好知者，好知者不如乐知者。”［２］这要求培养人学习

过程中的自觉性，使人有浓厚的学习兴趣，能引起学

习的需要，愉快地学习思考。

孔子还注重学以致用。他认为有了好学、乐学

还不够，还应做到学以致用，才能把所学变为自己的

智慧和技能。子曰：“颂《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

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２］孔子反对

死记硬背，主张把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中，把理论

与实际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发现和探索新的知识。

孔子重视“为己”之学。他说：“古之学者为己，

今之学者为人”［２］。“为人”指给别人看，“为己”指

为自己的人格与精神的成长和完满，所以学习是为

了丰富和完善自己。既然是完善“自己”，当然就要

针对“自己”，这要求教育者“因材施教”。子曰：“中

人以上，可以语也；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也。”［２］可以

看出，根据学生智力、能力、性格、志向、学习态度的

差异性，孔子对学生进行不同的教导，故而教育方法

也应灵活多样，针对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特别指导，

使学生共同进步。

（二）“思”的内涵

对于孔子而言，无论是学文、学道，它们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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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不是自足的，不是生而即得

的，不是自己一个人就可以说了算的，而是向外的、

公共的（形式的）、法则性的。为了能让这些知识

“活”起来，孔子又特别强调“思”。孔子提出和强调

“思”，再一次突出了因与革之间的张力：如果说

“学”侧重的是对知识的积累，对前人知识的继承，

那么“思”就更加强调的是创新、批判与发展，以便

将所学知识用于实践，变为自己知识的过程。子在

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２］这才是孔子

之学的关键，也是生生不息之道，它表现为一个过

程。换言之，学文是一种社会性的活动，其本质在于

就道成人，即将文还原于生活，“从心所欲不?矩”，

呈现出生活中的和谐。

然而，也许没有任何一个有血有肉的人在有生

之年可以完全应合于它的呼唤，达于理想典型意义

上的人。因而，如天纵之圣般的孔子，也只能感叹

说，“文，莫吾犹人也。躬行君子，则吾未之有

得。”［２］这已经牵涉到人的有限性问题，牵涉到对于

人的本质的理解。如此，在孔子这里就存在着一种

敬畏，一种对于天、命的敬畏，对于自然界、必然性的

敬畏，以及在此敬畏中对于人之为人的理解。这就

是思的主要内涵。宋儒陆象山有过一句名言：“我

虽在字不识一个，也应堂堂正正还我一个人来”，亦

无非此义。而如果一个人仅仅为了学习纯粹客观的

形式，甚或为了学习书本上的纯粹知识，忘记了做

人，那便是玩物丧志，便是叛道。

因而，孔子强调学习必须思考，学生应该注重

“思 ”的环节。子曰：“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

末如之何也已矣。”［２］就是说，对于没有自己的问题

意识的学生是很难教育的。因此，孔子主张启发式

教学。子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

隅反，则不复也。”［２］按朱熹《四书集注》中的解释：

“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

貌；启，谓开其意；发，谓达其辞。”［４］“愤”就是学生

对某一问题的积极思考，处于一种急于解答而又善

未搞清时的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对学生思考

问题的方法适时地给以指导，以帮助学生开启思路，

这就是“启”。“悱”是学生对某一问题已经有一段

时间的思考，但尚未考虑成熟，处于想说又难以表达

的另一种矛盾心理状态。这时，教师应帮助学生明

确思路，然后用比较准确的语言表达出来。这就是

“发”。所以，启发式教学要求学生独立思考，具有怀

疑精神和追问意识，即通过思考将所学知识融会贯

通并举一反三，不断提高个人作为“人”的能力。

（三）“学”与“思”的关系

孔子关于“学”与“思”之关系的思想集中体现

在“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２］这一名言中，

它蕴藏着丰富的内涵。它表明，孔子关注学文与学

道之间的必然循环，关注既定的文化传承与不定的

个人心理之间的必然循环。由此循环，人们提出了

礼乐陶冶性情说，也提出了文化原型积淀说，二者都

是从不同侧面对于同一循环的进入，因而不可以进

一步还原，不能相互替代对方。从这个意义上讲，孔

子之学既是一种心的形上学，也是一种理的形上学，

是与思相伴随的学，不是死学。它一方面对已有的

诗书礼乐“传统”的承继；另一方面对此“传统”的革

新和突破。因革损益的标准只有一个，那就是当下

之事、当下的生活。是故孔子说，“可与共学，未可

与适道；可与适道，未可与立；可与立，未可与

权。”［５］权，便是对道有完全彻底地了解，知道“礼，

时为大”［５］，不能执着于一死的秩序、现成固定的形

上理想，或者彻底不守秩序、没有理想，以应变化莫

测的生活本身。这也就是孔子强调“中行”与“和而

不同”的原因。这意味着，学与思是“互为前提”的。

法国生理学家贝尔纳说：“良好的思维能使我们更

好地发挥天赋的才能，得到更多能被你得到的东

西。”这指出“学”中的关键一环和必要前提“思”。

牛顿曾说：“我之所以取得这样的成就，是因为我站

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又表明“思”必须以“学”为

前提。“学与思”是辨证统一的。“学”是“思”的基

础，“思”是“学”的深入和拓展。“学与思”是互为

条件相互促进的，即“学中有思，思中有学”。把思

考建立在学习探求的基础上，把学到的知识加以分

析研究是获取知识的正确方法之一。因此，我们必

须重视“学与思”的关系，二者不可偏废。

如果说，孔子那里并没有重视纯粹客观的知识

的学习，孔子思想中的“学以成人”更多地表现为学

以成为一个历史的士君子［６］，如余英时所指出的那

样也存在着一个“反智传统”，那么在科技已经成为

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当然也需要随着“生活事件”本

身而强调纯粹客观意义上的知识的学习。然而，或

许又由于“矫枉必须过正”的良好愿望，现在的人们

恰恰又只知“学”而不知有“思”了，“纯粹的知识”

上升为学习的唯一兴趣和对象。

二、素质教育的意义、对象和目标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素质教育这一命题是２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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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后半叶才被正式提出并逐步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

注，但是孔子在其教育过程中已经在自觉、不自觉地

实施着素质教育。孔子，作为中国乃至世界伟大的

教育家，其长期的教育教学实践始终贯穿了朴素的

素质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必要性和长期性

对于孔子来说，人生下来并不是自足圆满的，而

是有限的。有限之人必须通过后天不断的学习和思

考。这既包括对“纯粹知识”的尊重和爱好，也包括

学以致用，把理论与实际联系起来，在实践中发现和

探索新知识，以及对知识创新、批判与发展，更包括

在这种社会性的学习和思考过程中不断地领悟

“人”之所以为“人”的本质规定，去堂堂正正地做一

个人。这意味着，没有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胆敢宣称

他在有生之年已经完全达于理想典型意义上的人，

而可以停止努力了。教育是一生的事情，孔子主张

“全人生的学习教育过程”［６］，《论语》中有一句话对

此做出了最好的注释：“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

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后，吾知免

夫！小子！”［２］

（二）教育的对象

子曰：“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２］在孔

子看来，无论是什么样的人，无论其出身、才智、性格

等有着怎样的差别，无论是先进后进、君子野人，都

应该有自我教育的意识，也应该有接受教育的权

利［７］。一方面，孔子并不只重视少部分尖子生而忽

视、放弃多数一般的学生或所谓差生，另一方面，在

孔子那里，差或许只意味着学有专攻，他通过“因材

施教”使所有学生都得到发展，成为符合自身实际、

适应社会需要的人才。是故孔门弟子有四科：“德

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

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２］，这亦颇合“子

以四教：文、行、忠、信”［２］之说。据《论语·子张篇》

记载，子游曾经常批评子夏的学生只会做些扫地应

答之类的琐事，不务正业。子夏听说后立即反驳，说

子游在胡说。子夏接着说，谁能规定孔子的学说一

定该先教什么后教什么呢？［２］这也从一个方面表现

出孔子教育对象的广泛性。在今天，教育应面向全

体公民，这既是教育平等性原则的要求，也是素质教

育的要求。

（三）教育的目标

无论是文行忠信、礼乐射御书数，还是学与思，

孔子的目标是要就道“成人”。孔子的教育不是为

了纯粹的知识或形而上的道德，而是为了人的全面

发展［８］。笔者认为，这应该成为大学教育的理念，即

高等教育要以对人的关注为核心、以人的完善为目

的。当前，大学教育工具性功能是客观存在的，但这

不能与目的相混淆。大学教育的各种功能，如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等，最终要通过培养人来实

现。只有以此为出发点，我们的思想才能走出“功

利”、“工具”的世俗樊笼，继而将人的自我完善、人

的全面发展作为教育目的。

三、“学”与“思”以及素质教育

　　教育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现象，随着人类社会

的产生而产生。现代教育要求学生系统地学习科学

知识包括基础学科和有关专业的科学知识，学习和

掌握综合技术和有关的专业技术，进行实践能力的

训练，培养追求真理、探索创新、献身科学、为人类造

福的科学精神，教育方法遵循科学的认识论路线，理

论联系实际，重视理论、重视观察、实验、操作和社会

实践。可见，现代教育提倡学生学习内容要全面，学

习态度要合理，教师的教学内容也应具有全面性，所

采用的教学方法要有科学性［９］。然而，在中国现实

教育中，素质教育尚未真正成为教育者与受教育者

的主导意识，特别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对“学”与

“思”本质及其关系的淡化，导致基础教育甚至高等

教育出现了许多弊端。

受应试教育观念的影响，中小学校往往以升学

率为终极目的。在教育行政部门的评估中，也存在

着只考察主要课程的成绩，对德育、体育、美育、劳动

技能的培养方面存在忽视或轻视的现象，这就导致

智育被当作学校教育的主要目标，德育、体育、美育

以及劳动技能教育被置于从属地位，很多学生理想

信念模糊、思想道德滑坡、社会责任感缺失，心理素

质下降，心理承受能力差［１０］。部分教师仍采取填鸭

式的教学方式，课堂上一讲到底，把教学内容局限在

课本上，导致学生知识面狭窄。学生无暇参与课堂

以外的各种有益活动，导致知识狭窄，学生的学习兴

趣和个性被扼杀。

教育的对象是人而非容器，教育的目标是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在应试教育的模式下，素质教育的目

标如何实现？孔子关于“学”与“思”本质关系的教

育思想，要求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都应重视学与思的

结合。“学”既是对书本知识的学习，也是对做人道

理的学习，因而应改善教育评估手段，加强德育和体

育的重视，只有教育内容全面，才能使学生全面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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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正如孔子以“六艺”作为教材，既增长了学生的

综合知识，也培养了学生的历史责任感，提高思想道

德水平，所以，应该把道德教育和知识教育结合起

来。“学”也是教和学的相互作用和交流，故教师在

课堂上可以借鉴孔子启发式的教学方法，加强师生

间的互动、讨论和交流。学生作为教育中的主体，应

积极主动地参与教育活动，采取探究式、自主式的学

习方式，提出问题，对所学的东西进行归纳、概括、总

结，使其变为自己的知识。由于学生具有个体差异

性，所以教师应采取因材施教的方法，对不同的学生

给予不同的指导，让学生个性得到应有的发展。如

果只学不思，就无法创新，也不能推动社会进步和人

类文明的发展；如果只思不学，没有前人知识经验的

指导，人们在探索社会发展过程中将会走许多弯路，

人类文明也得不到传承。应该说，孔子之学是生活

之学，孔子之思是生活之思。中国在实施素质教育

的过程中已提出了基础教育要为“六会”打下基础，

即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学会劳动、学会健

体、学会审美。这与孔子的教育理念不谋而合。

四、结　语

　　孔子“学”与“思”意义上的素质教育已经初露

端倪。然而，今天的素质教育之所以举步维艰，并不

是人们不懂道理，而在于目前的教育评价标准，修正

现行标准需要时间与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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