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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及其教育思想
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一书中。

【著名论断】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视其所由，察其所

安；力行而近乎仁；知之者莫如好之者，好之者莫如乐之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

不学则殆；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而不厌，诲人不倦。

【教育对象】有教无类。

【教育目的】学而优则仕。

【教学原则和方法】乐学与立志；学思行并重；启发性教学；因材施教；循循

善诱等。

【道德教育原则】立志、克己、力行、中庸、自省、改过。克己是指在处理对

人对己的关系时，提倡学生应该注重要求自己，约束和克制自己的言行，使之合乎

礼、仁的规范。

考题再现：

1. 最先提出启发式教学思想，提倡“学思结合”的中国古代教育家是（ ）。

A 孔子 B 孟子 C 董仲舒 D 王阳明

【答案】A
解析：孔子是最早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学思结合的思想，也是

最早提出启发性教学思想的教育家。

2.下列选项中属于孔子教育思想的是（ ）。

A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B 生活即教育 C 有教无类 D 罢黜百家，

独尊儒术

【答案】C
解析：“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是蔡元培的教育思想；“生活即教育”是陶行知的

教育思想；“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是董仲舒的思想。

3.下列选项属于孔子教育主张的是（ ）

A 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

B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C 习与性成者，习成而性与成也

D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答案】D
解析：孔子主张学、思、行相结合，提出“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思

想。A 选项是荀子的思想；B 选项是《学记》中的思想；C 选项是王夫之的思

想。

4. 在教育对象的问题上，提出“有教无类”主张的是（ ）

A 墨子 B 孟子 C 荀子 D 孔子

【答案】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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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孔子主张“有教无类”，意思是说无论什么人都可以受教育。孔子的“有教

无类”的教育实践，对我国教育学的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使不处于下层的人士也

能有受教育的机会。

5. 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表明孔子很强调（ ）

A 启发式教学 B 学习与思考相结合

C 因材施教 D 学习与行动相结合

【答案】B
解析：“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的意思是只知道学习却不思考，就会因为

迷惑而无所适从；只知道思考却不学习，就会疑惑不解。这表明孔子强调学习与思

考相结合。

6. 提现孔子启发式教育的基本方法是（ ）

A 学而时习之

B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C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D 博学于文，约之以礼

【答案】B 解析：“不愤不启，不悱不发”的意思是，学生如果不经过思考并有

所体会，想说却说不出来时，就不会去开导他；如果不是经过冥思苦想而又想不通

时，就不去启发他。这是孔子论述启发式教育的重要名言，对后世影响非常深远。

7. 提倡“学而优则仕”，注重因材施教的教育家是（ ）

A 孔子 B 孟子 C 夸美纽斯 D 荀子

【答案】A
解析： 因材施教是中国古代教育家孔子提出的一个教学原则。它强调根据学习的

人的资质等具体情况施行不同的教育，即要求教育者深入了解学生，研究学生，熟

悉每个学生的特点，有的放矢地进行教育。孔子提倡“学而优则仕”。

8. 下列说法与苏格拉底“产婆术”最接近的是（ ）

A 温故而知新 B 拾级登梯，循阶而上

C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D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

【答案】C
解析：苏格拉底“产婆术”与孔子提出的“不愤不启，不悱不发”都强调启发性。

“温故而知新”体现的是复习的重要性，“拾级登梯，循阶而上”说明应该循序渐

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体现的是知行统一原则。

9. 认为教师要有 “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良好品德的是（ ）

A 孔子 B 墨子 C 孟子 D 荀子

【答案】A
解析：孔子认为，教师要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良好品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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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下列属于中国古代教育家的是（ ）

A 杜威 B 孟禄 C 孔子 D 陶行知

【答案】A
解析：杜威和孟禄是美国的教育家，陶行知是中国现代人民教育家，只有孔子是中

国古代教育家。

11. 中国古代就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这种启发之说，提出这一思想的是

（ ）

A 孟子 B 荀子 C 墨子 D 孔子

【答案】 D
解析：《论语·述而》中主张：“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

复也”孔子是世界上第一个提出启发式教学的人。

12. 【多选】下列不属于反映孔子教育思想文献的是（ ）

A 《论语》 B 《史记》 C 《礼记》 D 《学记》

【答案】BCD
解析：反映孔子教育思想的文献是《论语》

13. 【多选】下列有关教育的论述出自《论语》的是（ ）

A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 B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C 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D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

不从

【答案】ACD
解析：“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出自《礼记·学记》

14. 【多选】孔子提出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

A 循序渐进 B 学思结合 C 长善救失 D 启发诱导

【答案】ABD
解析：孔子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他和弟子的言论专著《论语》中。即孔子有教无

类的思想主张，因材施教、循循善诱、不耻下问、身体力行、学思结合、温故知

新、启发诱导、循序渐进的教学方法，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教学态度等，都有重

要体现。

15. 【辨析】孔子是我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论语》一

书中。（ ）

【答案】 √

解析：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是指教育要面向大众，不分高低，坚持民主；“因

材施教”是指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二者并无矛盾。

16. 【辨析】孔子一方面说：“有教无类”，一方面又说“因材施教”，两者是相

矛盾的。（ ）

【答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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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孔子所说的：“有教无类”是指教育要面向大众，不分高低，坚持民主；

“因材施教”是指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两者并无矛盾。

17. 【辨析】孔子的“有教无类”是真正的教育平等思想。（ ）

【答案】 ×

解析：教育平等主要是指教育公平。通过历史分析，我们可以这样界定教育公平：

教育公平是指国家对教育资源进行配置时依据合理性的规范或原则。古代社会没有

真正的教育平等，教育任有阶级性的。

18. 【填空】主张“有教无类”的古代教育家是 。

【答案】孔子

其他中国古代教育家及教育思想
【孟子】教育思想收录在《孟子》一书，著名论断“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

移，威武不能屈”；提出“性善论”。

【荀子】提出“性恶论”；强调尊师。

【墨家】基本主张是“兼爱”和“非攻”，注重文史知识的掌握和逻辑思维能

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后期称其为功利主义者。其代表人物墨翟提出

人性“素丝说”，认为人的品性“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

【道家】“道法自然”的教育价值取向；“行不言之教”的教育理念；“率性

而行”的教育原则；德智体美统一的教育内容；“生而不有”的教育道德。老子和

庄子是其代表人物，《老子》中提出“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后期称其为自然主

义者。

【王充】把人才分为五个层次：“鸿儒”“文人”“通人”“儒生”“文

吏”。提出“施用累能”，能力是在施用中积累的，即只有通过不断的实践，才能

在智能上取得进步。

【朱熹】朱子读书法包括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着紧用

力、居敬持志。

【王守仁】王守仁提出心学的关键是合乎本心。“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

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

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也。”

【韩愈】著有《师说》，著名论断包括：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

受业、解惑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

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1. 古代思想家王守仁曾指出“夫学贵得之心，求之于心而非也，虽其言之出于孔

子，不敢以为是也·····求之于心而是也，虽其言之出于庸常，不敢以为非

也”，他主要强调是（ ）

A 学习需要独立思考

B 知行合一才能真正掌握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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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教育应循序渐进

D 教育不应抹杀儿童天性

【答案】A
解析：王守仁提出心学的关键是合乎本心。与本心不一致，即便是孔子的言论，也

不能认同······如果是合乎自己内心的，即便是庸常人所说，也不能否定。

说明不盲目从孔子，有一定独立自主精神。故 A 项符合题意。

2.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出自（ ）

A 《庄子》 B 《老子》 C 《大学》 D 《中庸》

【答案】B

3. 我国古代思想家王充所说的“施用累能”是指（ ）

A 学校教育对智力的影响 B 社会实践对智力的影响

C 遗传对智力的影响 D 家庭环境对智力的颖

【答案】B
解析：“施用累能”意思是能力是在使用中积累的，类似于“用进废退”。即只有

通过不断地实践，才能在只能上取得进步。

4. 下列选项中不属于韩愈教育思想的一项是（ ）

A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B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C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D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答案】C
解析：“三军不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出自《论语·子罕》，意为：两军交

战，能够俘虏对方军队的首领，君主却不可强行的改变对方的志向。其余三局均出

自韩愈的《师说》，《师说》是一篇说明教师的重要性作用、从师学习的必要性以

及择师的原则的论说文。

5. 人性论是确认教育观的理论基础，很多思想家和教育家都对人性问题发表过自

己的见解，并提出了相应的教育理论，其中主张“性善论”的是（ ）

A 孔子 B 孟子 C 荀子 D 韩非子

【答案】B
解析：孟子提出“性善论”，认为人性本善。

6. “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是谁的教育思想？（ ）

A 孔子 B 孟子 C 墨子 D 董仲舒

【答案】B
解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出自《孟子·滕文公下》。

7. 【辨析】道家的教育主张“行不言之教”。（ ）

【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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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道家教育思想是“道法自然”的教育价值取向、“行不言之教”的教育理

念、“率性而行”的教育原则、德智体美统一的教育内容以及“生而不有”的教育

道德，不但构建了中国传统教育文化的独特景观，而且为当代教育思想和文化提供

了可借鉴的丰富资源。

8. 【辨析】韩非的“素丝说”说明环境对人的成长和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

【答案】×

解析：“素丝说”是关于人性的学说，是战国时期墨翟的教育观点之一。墨翟一素

丝和染丝为喻，来说明人性及其在教育下的改变和形成。

9. 【填空】 “古之学者必有师”出自韩愈的 。

【答案】 《师说》

10. 【填空】孟子从 论阐述人性观点，荀子从 论阐述其人性观点。

【答案】 性善 性恶

11. 后期称墨家为 主义者，称道家为 主义者。

【答案】功利； 自然

《学记》的地位及其包含的教育思想
《学记》不仅是中国教育史也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

题的论著，成文大约在战国末期。

其包括的教育思想主要有：

【教育功能】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比由学乎；建国君民，教学为先；玉不

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教学原则】教学相长；藏息相辅；启发诱导；长善救失；学不躐等、循序渐

进等。

1. 中国古代乃至世界史上最早的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著是（ ）

A 《大学》 B 《中庸》 C 《 学记》 D 《论语》

【答案】 A
解析：《学记》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

题的论著。

2. 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教育专著是（ ）

A 《学记》 B 《论语》 C 《教学论》 D 《普通教育学》

【答案】A
解析：我国古代儒家思孟学派的《学记》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教学理论的专著。

3.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学相长”的著作是（ ）

A 《大学》 B 《中庸》 C 《学记》 D 《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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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案】 C
解析：《学记》中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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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教学相长的教学原则。

4. 战国后期，我国出现的具有世界影响的教育文献是（ ）

A 《学记》 B 《中庸》 C 《孟子》 D 《大学》

【答案】 A
解析：《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约成书于战国后期，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

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

5. 【辨析】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教学相长”的著作是《学记》。 （ ）

【答案】√

解析：《学记》是中国教育史上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完整的教育专著，最早提

出了“教学相长”的观点。

6. 【辨析】春秋时期的《学记》是罕见的世界教育思想遗产。（ ）

【答案】 ×

解析：《学记》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历史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

论著，写于战国晚期。

7. 【辨析】我国春秋末年的《学记》是世上第一部论述教育现象、教育规律的专

著。（ ）

【答案】 ×

解析：《学记》比较系统和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先秦汉民族的教育经验，是中国古

代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篇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的论著，写作于战国晚期。

8. 《学记》是中国教育史上最早的教学著作，但不是世界教育史上最早的教育著

作。（ ）

【答案】 ×

解析：《学记》是《礼记》中的一篇，约成书于战国后期，是中国教育史上，也是

世界教育史上第一部教育学专著。

9. 【填空】在人类历史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问题的著作是 。

【答案】《学记》

10. 【填空】 提出“化民成俗，其比由学”“建国君民，教学为先”揭示

例如教育的重要性和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答案】《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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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知识点：

1.董仲舒，西汉的儒家思想家和教育家，有“汉代孔子”之称。自幼勤读儒学，达到如痴若愚的

程度。汉景帝时，因专精《春秋》而被选为博士。汉武帝举贤良对策，他应征获赞许，先后做

过宗室贵族易王和胶西王的相。晚年去职家居，专门著书讲学。现存的董仲舒的著作有《春秋

繁露》和《汉书·董仲舒传》中的《举贤良对策》等。

一、三大文教政策的思想

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和

教育主张，一般被称为“三大文教政策”。

(一)独尊儒术，罢黜百家

这是三大文教政策的总纲，是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想。它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培

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确保汉王朝的长久安宁。董仲舒将汉初

儒者以儒学为守天下法宝的思想发挥到很高，不仅要立儒家学说为正统，而且要将它作为判别

是非、统一思想的唯一准绳，其他学说都在扫荡禁灭之列。

(二)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

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行教化必须兴办，通过培养高级统治人才去推动教化。他

明确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下，变成自觉的养士行动。

(三)重选举，广取士

董仲舒认为，养士和选士是分不开的。应通过选举、贡贤的方法，把那些真正有德有才

的人推荐上来，“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使人才充分发挥作用。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统一的局面，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

才，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对以后各封建王朝的文教政策也有较大的影响。

二、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

(一)德治学说与教育作用论

董仲舒在谈论教育问题时，提出“任德教而不任刑”，“教，政之本也，狱，政之末也”，把

教育视为治国的根本。他强调培养统治人才和社会教化的重要性。

(二)人性学说与教育作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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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将人性界定为“性者，生之质也”。他依据阴阳五行学说，将人的天生之质一分为

二：属于阳的仁义之性(善端)和属于阴的贪利之情(人欲)。他还提出了“性三品”说，从广义的人

性概念中，将人性分为三个级差：

上品之性——圣人之性——至善之性——不教而成;

中品之性——中民之性——有善有恶——教而善，不教而恶;

下品之性——斗筲之性——至恶之性——教而难善。

对于中品之性的个体，教育的作用表现为：可以浇灭人们内心中天生情欲的火焰，“损其

欲而辍其情”便是其功用之所在。他强调万民之性是有善的可能，但并非善的现实。在可能和

现实之间，必须经由教育的桥梁。

三、关于知识教育的思想

(一)知识来源——“内视反听”

董仲舒认为，真正的知识不是“众物”的知识，而是要知道事物的“本心”；要体察事物的本

心，那就只有依靠“内视反听”的内省方法。

(二)教学内容

董仲舒承袭了先秦儒家的传统，以“六经”作为基本教材，并对诸经的功用作了解释，

“《诗》、《书》序其志，《礼》、《乐》纯其美，《易》、《春秋》明其知(智)”。即他认为

“六经”各有其自己的特殊作用。他不提倡学习关于鸟兽草木等的自然知识。

(三)教学原则和方法

1.“圣化”。董仲舒要求教师敬重育才之道，对学生进行教育要适时、适量、适度，监督而

不使其紧张，了解学生的水平以便引导他完成更高一层的进步。

2.“强勉努力”。董仲舒说：“事在强勉而已矣。强勉学问，则闻见博而知益明。”他认为教

学贵在强勉努力，才能前进，达到“博”与“明”的境地。

3.“博贯多连”。董仲舒说：“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只要“连而贯之”，就可推

知天下古今的知识。

4.“专一虚静”。学习必须专一，始终好善求义，才能知“天道”。要真正深入悟解，体会精

微，必须虚静。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对汉武帝的事业作出了一定贡献，为奠定中国两千多年大一统的封建

大业制造了理论体系，提供了教育改革方案，特别是三大文教政策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文化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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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自此，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

定的教科书;儒家的道德观成为道德教育的依据。但是这种独尊的地位对儒学的学术思想起到

了抑制作用，阻碍了文化的整体发展。

1.在中国封建社会，开启以“儒术”为正统思想的思想家是( )。

A.孔子 B.董仲舒 C.荀子 D.孟子

1.【答案】B。解析：本题考查董仲舒的教学思想。在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思想要大一统

的建议之后，施行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将儒学作为正统思想，从此汉代思想界树起

了儒学的权威，产生了中国特有的经学以及经学传统。汉代立五经博士，明经取士，形成经学

思潮，董仲舒被视为“儒者宗”。开启了以“儒术”为正统的教育思想。

2.以下属于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的是( )。

A.兴太学以养士

B.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C.重视选举，任贤使能

D.深造自得

E.随人分限所及，量力施教

2.【答案】ABC。解析：本题考查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汉武帝元光元年(公元前 134

年)，董仲舒上《天人三策》，系统地提出了他的政治思想和教育主张，一般被称为“三大文教

政策”。(一)独尊儒术，罢黜百家。这是三大文教政策的总纲，是文化教育改革的总体指导思

想。它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培养通经致用的儒学治术人才，用三纲五常维系人心，以确保汉王

朝的长久安宁。董仲舒将汉初儒者以儒学为守天下法宝的思想发挥到很高，不仅要立儒家学说

为正统，而且要将它作为判别是非、统一思想的唯一准绳，其他学说都在扫荡禁灭之列。(二)

开创太学，改革选士制度。这是独尊儒术的具体化措施。行教化必须兴办，通过培养高级统治

人才去推动教化。他明确提出要在京师置太学，将举贤养士之遗风，吸纳到王权的控制下，变

成自觉的养士行动。(三)重选举，广取士。董仲舒认为，养士和选士是分不开的。应通过选

举、贡贤的方法，把那些真正有德有才的人推荐上来，“量才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使人才充

分发挥作用。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于巩固统一的局面，发展文化

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所需要的人才，是有一定进步意义的。它对以后各封建王朝的文教

政策也有较大的影响。所以本题选择 ABC，D项为孟子的思想，E项是王守仁提出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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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朱熹：

教育主张可以归纳为：教育的主要作用是“改变人的气质”;教育的目的是“明人伦”；教育

的任务是小学 “教之以事”， “大学是穷之其理”。

朱熹重视教育对于改变人性的重要作用。他从“理”一元论的客观唯心主义思想出发来解释人

性论，提出了人性就是“理”，就是“仁、义、礼、智”等道德规范。

他强调“为学乃变化气质耳。”(《性理精义》)在朱熹看来，气质之性，有清有浊，有善有不

善。只有通过教育来澄浊为清，去不善而从善，才能变“气质之性”为“天地之性”。

朱熹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明天理，灭人欲”。他说： “圣人千言万语只是教人存天理，灭

人欲”。“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方始是学。”

(《朱子语类》卷四)他在给宁宗讲授(大学)时指出，古代圣王设小学、大学以教子弟，都是为

了“去其气质之偏，物欲之蔽，以复其性，以尽其伦。”(《朱子语类》卷七)即是为了使士子

革除那些“物欲之私”，回复“天理”，使其言行皆符合伦理纲常的规定，成为 “圣

贤”。

从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的思想出发，朱熹严厉抨击了当时以科举为目的的教育。他认

为：“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非徒欲其务

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

教育任务，朱熹提出教育分两个阶段，8 至 15 岁入小学，15 岁之后入大学。“小学者，学其

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熹主张以小学而言，主要是“教之以事”，如

“礼乐射御书数，及孝弟忠信之事”。

至于发掘和探究事物之理，则是大学教育之任务。“大学是穷其理”，“小学是事亲事长且直

理会那事，大学是就上面委曲详究那理，其所以事亲是如何，所以事长是如何”(《朱子语

类》卷七)。故若小学能受到很好的教育，“便自养得他心不知不觉自好了，到得渐长更历，

通达事物将无所不能”(同上)。

朱熹的教育主张，跟他的教育目的论是密不可分的。其教育目的论是以儒家的伦理道德学说为

基础，认为教育目的在于明人伦，所谓“先王之学以明人伦为本”。(《近思录》卷九注文)同

时，他主张学校要培养“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的人才。

https://www.baidu.com/s?wd=%E5%9C%A3%E7%8E%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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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明确指出：“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

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利禄而已也。”

在《玉山讲义》中又说：“故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辑语言、造作文辞、但为科名爵禄之

计，须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而推之以齐家、治国，可以平治天下，方是正当学

问。”充分表现了朱熹办学的目的，这也是他教育思想的一个主要方面。

3.王阳明：

一、关于教育作用的思想：王守仁十分重视教育对人的发展所起的重要作用，提出了“学以去

其昏蔽”的思想，认为教育作用是“明其心”。

二、关于儿童教育思想：他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童时期“良

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抓起。教育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儿童教育

必须顺应儿童的性情，其教育内容是歌诗、习礼、读书；此外，他强调教育要“随人分限所

及”，量力施教。

王守仁认为知理存在于人的心中，朱熹则认为存在于万物之中。他认为“格物穷理”――

即通过事物的研究来弄清理，他认为，天下本无物可格，一切的知和理均在心中，他继承发展

了陆九渊的思想，被称为“陆王学”。

（一）“心即理”――他认为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权威，理存在于每个人的心中，他并不认为万

事之中存在理，他认为“心外无事，心外无物，心外无理，心外无义，心外无善”。王守仁不

谈性，只谈理；不像朱熹谈理与性。

（二）“致良知”――王守仁认为良知是一直存在的，只不过像上了一层灰尘。致良知的过程

就是教育的过程。

（三）“知行合一”的思想――他认为知的过程就是行的过程，知行不能脱节，知行是一个过

程，他认为行的开始就是知。

（四）提出的道德修养方法－－王守仁强调顿悟，他做的是减法，良知本来就存在。（1、内

省：淡化了读书的作用，产生了消极的影响，造成了理论上的空疏。2、事上磨练。即在行动

中学习。他认为一切学习都是在行动中进行的。）

在儿童教育方面：

一、顺导性情，鼓舞兴趣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7%99%BD%E9%B9%BF%E6%B4%9E%E4%B9%A6%E9%99%A2%E6%8F%AD%E7%A4%BA%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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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儿童教育，王守仁的基本思想是：教育儿童应根据儿童生理、心理特点，从积极方面

入手，顺导儿童性情，促其自然发展。可见，王守仁提倡顺导儿童性情，鼓舞儿童兴趣的教育

方法，是与传统教育方法根本对立的，在当时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

二、循序渐进，量力而施

王守仁认为，任何人的认识水平都有一个由婴儿到成人的发展过程，对儿童不能像对成人

一样的要求，儿童良知发展到何等水平，教学就只能进行到什么水平，从另一方面说，他认为

教学的难度也不应过于落后儿童的认识发展水平。

三、因材施教、各成其材

王守仁认为：教育者对儿童施教，不仅要考虑儿童认识发展水平的共性特征，而且还要注

意个体发展水平的差异，针对每个人的个性差异，因材施教，就像良医之治病，对症下药。王

守仁的因材施教，各成其材的思想，承认了发展个性的必要性，对传统教育抹煞儿童个性的存

在，以一个模式培养儿童的教育方法可以说是一个有力的批判，同时也体现了他思想的进步意

义。

四、全面诱导，不执一偏

王守仁认为，对儿童进行教育的内容和途径应当是多方面的。他对教育者提出了通过习

礼，歌诗和读书对儿童进行全面诱导的要求，并对习礼、歌诗和读书的教育意义和作用分别作

了说明。

王守仁关于儿童教育的论述，是其整个教育思想的精华，它不仅当时在反对传统教育方面

具有明显的积极意义，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符合儿童教育的规律，尤其是他的“自然教育论”的

提出，实属难能可贵。□

4.明清三大儒：

（1）王夫之：朴素唯物主义思想者。主要思想主张如下:

一、反禁欲主义，提倡不能离开人欲空谈天理，天理即在人欲之中。王夫之在其《周易外

传》、《尚书引义》等书中对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提出了批评。

二、均天下、反专制、爱国理想。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与《宋论》中指出“平天下者，均天

下而已”的观点。

三、气一元论，王夫之认为气是唯一实体，不是“心外无物”。王夫之还指出，天地间存在着

的一切都是具体的实物，一般原理存在于具体事物之中，决不可说具体事物依存于一般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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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夫之认为“形而上”与“形而下”虽有上下之名，但不意味着上下之间有界限可以分割开

来。

四、心物（知行）之辩——反对“生而知之”的先验论。凭借感官心知，进入世界万物声色之

中，去探寻知晓事物的规律，这才是认识世界的途径。也就是说，知识是后天获得的，非生而

知之也。

五、揭示“名”、“辞”、推的辩证性质。王夫之提出“克念”，就是说人能够进行正确的思

维。王夫之把概念看作一个过程，既不可执着概念而使之僵化，也不可把概念的运动看作是刹

那生灭，不留痕迹。

六、理势合一的历史观。王夫之提出“理势合一”，并在其著作《读通鉴论》对前人所提出的

“复古论历史观”、“循环论历史观”等历史形式进行全面的批判和反思。

七、性日生而日成的人性论。王夫之在其《四书训义》一书中提出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

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人性的形成不全是被动的，人可以主动地权衡和取舍。

（2）顾炎武：被称作是清朝“开国儒师”、“ 作品清学开山”始祖，是著名经学家、史地

学家、音韵学家。他学识渊博，在经学、史学、音韵、小学、金石考古、方志舆地以及诗文诸

学上，都有较深造诣，建树了承前启后之功。他继承明季学者的反理学思潮，不仅对陆王心学

作了清算，而且在性与天道、理气、道器、知行、天理人欲诸多范畴上，都显示了与程朱理学

迥异的为学旨趣。顾炎武为学以经世致用的鲜明旨趣，朴实归纳的考据方法，创辟路径的探索

精神，以及他在众多学术领域的成就，宣告了晚明空疏学风的终结，开启了一代朴实学风的先

路，给予清代学者以极为有益的影响。顾炎武还提倡“利国富民”，并认为“善为国者，藏之

于民”。他大胆怀疑君权，并提出了具有早期民主启蒙思想色彩的“众治”的主张。他所提出

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一口号，意义和影响深远，成为激励中华民族奋进的精神力量。

他提倡经世致用，反对空谈，注意广求证据，提出“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

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钱穆称其重实用而不尚空谈，“能于政事诸端切实发挥

其利弊，可谓内圣外王体用兼备之学”顾炎武强调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

维”，提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

与有责焉耳矣。”另著有《日知录》、《肇域志》、《音学五书》、《亭林诗文集》等。

（3）黄宗羲：

https://www.baidu.com/s?wd=%E9%A1%BE%E7%82%8E%E6%AD%A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BB%8F%E4%B8%96%E8%87%B4%E7%94%A8&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90%AF%E8%92%99%E6%80%9D%E6%83%B3&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7%BB%8F%E4%B8%96%E8%87%B4%E7%94%A8&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9%92%B1%E7%A9%8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97%A5%E7%9F%A5%E5%BD%9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AD%A3%E5%A7%8B%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6%97%A5%E7%9F%A5%E5%BD%95%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8%82%87%E5%9F%9F%E5%BF%97%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9%9F%B3%E5%AD%A6%E4%BA%94%E4%B9%A6%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3%80%8A%E4%BA%AD%E6%9E%97%E8%AF%97%E6%96%87%E9%9B%86%E3%80%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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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学校职能

1 .“养士”《学校》的开篇就说道：“学校，所以养士也。然古之圣王，其意不仅此也，必

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而后设学校之意始备。”这里黄宗羲就首先提出了国家的人才必须

是经过学校培养出来的，学校要肩负起为国育才的重任。这里所说的学校既包括当时的公立学

校，也包括书院。公立学校发展到明末时，已基本上沦落为科举的附庸，培养出来的学生除了

能应付科举考试之外，别无所长。而书院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比公立学校略好一点，但也没有达

到为国“养士”的目的。他认为要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就应当扩大教育的范围。于

是他提出要“遍设学校”，使百姓子弟都能上学，做到“郡邑无无师之士”。

2 .“公其非是”

黄宗羲认为，学校的功能不仅是培养人才，还应是政府的监督机构。他在论述了学校的功用之

后就紧接着提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

是于学校。”在这里黄宗羲赋予了学校议政的功用，学校成了监察机关。他理想中的学校是国

人的代表机构，是站立在人民的立场上与以天子为代表的政府进行对话的监督机构。这种对话

不是一种对立，而是通过议政来达到限制君权的作用。黄宗羲让学校参与国家政治的另外一个

目的，也是想通过学校来宣化社会，使“朝廷之上，阎阎之细，渐摩濡染，莫不有诗书宽大之

气，”最终使整个社会充满民主的氛围。

二、关于受教育者

1. 受教育者的范围：全民接受教育、普及教育

“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

“凡邑之生童，皆裹粮从学。离城烟火聚落之处士人众多者，亦置经师。民间童子十人以上，

则以诸生之老而不仕者，充为蒙师。故郡邑无无师之士。”

“学宫以外，凡在城在野寺观庵堂，大者改为书院，经师领之，小者改为小学，蒙师领之，以

分处诸生受业。”

上至天子之子、六卿子弟，下至黎民百姓的子弟，都接受民主政治的教育和真才实学的训练。

这体现了教育的普及性。

2. 关于人才的选拔

黄宗羲主张通过考试的途径在普遍的受教育者之中选拔俊秀之才，但他并不认为考试成绩是唯

一衡量和选拔人才的标准，主张考试落榜之人，结合平时优异成绩，可以进行补考；学生的去

留，也决定于老师对其平日的考察。“每三年，学官送其俊秀于提学而考之，补博士弟子；送

博士弟子于提学而考之，以解礼部，更不别遣考试官。发榜所遗之士，有平日优于学行者，学

官咨于提学补入之。其弟子之罢黜，学官以生平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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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关于教师

黄宗羲主张尊师，认为学生必须“重师弟子之礼。”要求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学校》中也

有相关内容的阐述。“师弟子各以疑义相质难，其以薄书期会，不至者罚之。”可见其对讲学

集会的重视。“天子之子年至十五，则与大臣之子就学于太学，使知民之情伪。”“祭酒南面

讲学，天子亦就弟子之列。”“学官讲学，郡县官就弟子列，北面再拜。”黄宗羲认为，天子

与平民一样，受教育都是极其必要的；而对老师，不论富贵贫贱，包括天子、郡县官在内，都

应万分敬重。

此外，黄宗羲还认为，教师除了向学生进行传道、授业、解惑之外，还必须从事清议。他指

出，太学祭酒在讲学时，应该议论朝政，若“政有缺失”，则“直言无讳”。同样，郡县学官

也应当议论地方政事。与此相联，黄宗羲主张教师不仅要有真才实学，而且还必须品行端正，

“无玷清议”。甚至认为即使确实名儒，但有碍清议，也不能充任教师。他还提出地方官学的

学官，不应该由政府委任，而应该由“郡县公议”产生；也不应该局限于官吏，而应该“不拘

已仕未仕，”皆可担任。

四、关于教育内容

黄宗羲关于教育内容的思想，具有广泛、实用的特点。具体包括经学、史学、文学和自然科学

四部分内容。主张学习自然科学。在他设计的学校体系中，各级各类学校，除经师开经学之

外，还特别开设兵法、历算、医学、射术各科，并各有学官教授。值得注意的是，黄宗羲将天

文、数学、地理等自然科学知识列为重要的教育内容，既是对中国古代科技教育传统的继承和

发展，同时也是受到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的影响，反映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对教

育所提出的新要求。

五、关于教学原则

黄宗羲针对时弊，提出“学贵独创”的原则。黄宗羲认为学生能够提出独立见解的前提是多读

书，广泛地读书，形成渊博的学识，所以他主张求学贵在创新，提出独立见解，反对因循守

旧。他说：“学问之道，以各人自用得者为真。凡依门傍户依样画葫芦者，非流俗之士则经生

之业也。此编所列，有一偏之见，有相反之论，学者于其不同处正宜着眼理会。”由此可见，

黄宗羲对于独创之精神是一贯推崇的。

六、关于政治

黄宗羲提出“天下为主君为客”思想，有着其先进的教育意义，倡导“主权在民”的思想。

“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益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并且更“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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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之人不敢自私，不敢自利，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

子孙，受享无穷”。是对君主“家天下”的行为从根本上否定了其合法性。用意在于抨击古代

君主视天下为己有，旨在批评封建专制制度。与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有着异

曲同工之妙。

5. 李贽：大胆提出“天之立君，本以为民”的主张，表现出对专制皇权的不满，成为明末清

初启蒙思想家民本思想的先导。

在文学方面，李贽提出“童心说”，主张创作要“绝假还真”，抒发己见，头可断面身

不可辱”，毫不畏缩。李贽在诗文写作风格方面，也主张“真心”，反对当时风行的“摹古”

文风，他的这一倾向，对晚明文学产生了重要影响。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AB%A5%E5%BF%83%E8%AF%B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