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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学记》有感

赵 燕

《学记》不仅是中国古代也是世界上最早一篇专门论述教育、教学问题的论

著。其文言简意赅，喻词生动，系统而全面地阐述了教育的目的、作用，教学的

制度体系，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教师的作用和地位，教师与学生的关系等

问题，其中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为最重要的内容，精辟的论述，为中国的教育

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学记》是研究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和实践的宝贵资料，其研

究内容对总结中国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下是我读《学记》

的心得体会：

一、教育的作用

《学记》对教育的作用作出了充分的肯定，认为治理国家和统治人民，应以

兴办教育为首要任务。从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可以看出，教育有两个作用：一是感

化和教化众民，养成良好的社会风俗。二是为了建设国家统治人民。“君子如欲

化民成俗，其必有学乎”如果要想感化和教化民众，养成良好的风俗习惯，就必

须通过学校教育才行。而学习也就是通过一步一步的，从小到大的影响，逐步形

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从先赢得好的名声，鼓动民众，再到感化和教化民众。有了

良好的社会风俗这就为君子统治国家打下了基础。“人不学，不知道”其中“道”

在《大学》中有“治国”、“平天下”之意，“是故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

为先”，可以看出统治者对教育的重视，统治天下不仅靠武力，而且更重要的事

靠教育，用教育来感化和教化民众，重视教育有助于统一全体人民的思想，有助

于把统治阶级的意志上升到社会的主导地位。把教育作为直接为社会政治服务，

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但也有其片面性。把教育作为那个时代的社会政治服务，

而不是为了社会政治的发展服务。教育应该具有两大功能，一是为了社会政治服

务，二是为了自身发展服务。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发展自身比为国家的政治服务更

重要。教育培养出于社会和谐发展的社会成员，培养个体的独特性，只有自己的

和谐发展才能为国家的经济、政治、文化服务。中国古代把教育的作用定位于直

接服务于统治阶级，客观上制约了中国封建社会科学技术的发展，同时压抑了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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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创新精神，它更多关心的是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然而对当时的社会来说对

教育是为了统治阶级服务是重要的，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具有不同的价值。而且在

《学记》的最后两节中突出了教育的重要作用，教育的根本，“察于此事者，可

以有志于本矣”，“三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后海，或源也，或委也。此之谓务

本。”首尾呼应，前后一贯，令人深思。

二、学校教育系统

《学记》在肯定教育的作用的前提下，提出了关于建立学校教育制度的设

想：“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从地方到中央都有学校，

在不同的地区都可以学习，当然从中央到地方，这些学校的级别是不同的，太学

是国家具有博学的人士才可以去学习，而地方的家塾则是比较广泛化的和民众化

的。民众可以学习一些通俗的知识来提高自身的修养，而想要取得更高的学识，

成为集大成者，则必须经历几个阶段，而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要求。学生每年都

可入学，每隔一年必须考查学习成绩。第一年考查分析文章的经文、句章的能力，

及辨别决定自己的志向和兴趣；第三年考查是否专心致志于学业，是否能结交学

友和睦相处，相互研习得益；第五年考查学生的知识面是否广博，是否能亲师、

尊师；第七年考查能否讨论学业的是非优劣，以及选择贤能之人为友；合格的为

小有成就(比六年有成就,比九年不足)。到第九年他们应达到，对知识闻一知十，

触类旁通；推理论事有独立见解，处世处事有行为准则，坚定不移，不失师诲；

这时就可称为大有成就。这样，将来就足以能够教化民众，变易旧习，形成良好

风俗；使亲近的人心悦诚服，疏远的人心向往之；这是大学教人的道理。

在学校的管理方面，《学记》提出在太学开学的时候，官员及师生们都必须

身穿礼服，置备肴馔，祭拜先圣先师，这是为了表示对文化知识的敬重；学习之

前，要先演练《小雅》中的《鹿鸣》、《四牡》和《皇皇者华》这三首君臣宴乐、

相互劳问的诗歌，表示学生进入太学读书，就是意味着做官的开始，暗示学生要

爱惜自己的身份和形象；上课之前，都要击鼓召集学生进入教室，督促学生尽快

打开书箱，拿出书本，开始学习，以便让学生静心恭顺地研读书本；用槚木和荆

条制成教鞭，置于课堂之上，用来警示学生，树立教师督促学生学习的威仪；没

有占卜和祭奠先祖，官员们就不能随意地进入学校重地来视察，用以表示政府官

员尊重学校，以此来揄扬学生，使学生安下心志，从容读书；对学生进行 入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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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要求学生遵守学校的规则和纪律，这是很有意义的。

三、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1.教学相长。《学记》认为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知识的不足，通过教学才知

道教学的困难。知道不足，才勉励自己不断求得进步，才能督促自己不断地去学

习。人必须上学读书，才能知道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教师必须亲身经历教学的过

程，才会深感自己学问的孤陋和困惑。求学者知不足，才会自我反思，更加努力

地学习；教者感到困惑，才会潜心钻研，孜孜以求，自强不息。所以说，教和学

是互相促进，相辅相成的。这就深刻的阐述了“教”与“学”之间的关系，教学

相长不仅在于教与学的两方面的关系，而且还意味着教师与学生之间相互平等的

促进关系，教师和学生可以相互学习，相互互动。教学相长的提出，对于认识教

育过程的本质，对于提高教学质量，对于改善师生。

2.启发式教学原则。其一，“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即教师对学生要经

常检查指点，但不要急于告之原理，为的是让学生从内心产生求知欲望，养成独

立思考、用心思考的习惯。其二，教师“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

即是说，教师的讲述应简练、扼要、精辟，并运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抽象的道理。

其三，“必也其听语乎”。要求教师能针对学生存在的问题进行教学。要鼓励学

生提出问题。向学生提的问题要由易到难。“善问者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后其节

目，及其久也，相说以解。”回答学生的问题也要就其疑难所在解其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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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学生还不懂，就舍弃，留待以后再讲。“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

虽舍之可也。”“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其四，“道而弗牵”，“道”即

导，有引导，教导之意。要求教师在教育的过程中要带领，引导学生去理解体会

教学的内容，给学生指引出一条正确的思维线索，促进学生进行综合分析，寻找

探索知识的方向。其告诫教师不要给学生以牵制，不要牵着学生的鼻子走。其五，

“强而弗抑”，“强”即鼓励，督促之意。要求教师在教育学生的过程中不断给

学生以鼓励与督促，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从而产生探求知识的强烈愿望。告

诫教师不要强制使学生顺从，不要压制学生的积极性。其六，“开而弗达”，“开”

为提出问题之意，“达”有分析与解决问题之意。要去教师在教学的过程中善于

提出问题，引导学生去思考问题，力求学生自己将问题解决，培养学生的解决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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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思维，这样使学生更开动脑筋去想问题。不要为学生准备好答案，在学生没

有进行思考之前就给予讲解。

3.预防性原则。“禁于未发之谓预；”要求教师事先估计到学生可能产生

的种种不良倾向，而预先加以防止，避免事后去纠正。预还包括“防微杜渐”的

意思，这就要求教师的敏感，机智，与事物出现不良情况之前，即加以限制，不

使之扩大与发展。《学记》还重视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认为这些特征的存在和

表现是有差异的，只有了解学生的个性特征及差异，才可以适当的加以引导，并

发扬其积极性，克服消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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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有些学生的失败是贪多务得；

有些学生的失败是所学过少，孤陋寡闻；有些学生的缺点是浅尝辄止，一知半解，

不求甚解；有些学生的缺点是畏难而退，半途而废。产生这四类缺点的根源，是

因为学生的心理和才能不同。所以必须了解学生的心理和才能，然后才能矫正学

生的缺点。作为教师，要善于把握学生的心理特点，发扬其优点，克服其缺点。

4.及时性原则。《学记》认为，“当其可之谓时”“时过然后学，则勤苦而

难成。”这就要求在教学过程中，要及时教育。“当其可”包含三层意思：首先，

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应学生的年龄特征，施教的时间要符合学生发展的程度。其次，

在教学过程中要符合学生的个性特征。施教的形式要随着教学对象的不同而有所

不同。最后，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应学生的心理状态。即是说，教育最好在学生自

觉要求的基础上进行。如果学生对于求知并无自觉的要求，注意力不集中，学习

热情再而衰，三而竭之时，自难望其有成。那时，教师的劳动即使付出再多，也

是徒劳无功的。因此，必须“当其可”，这就是“时”的原则。

5.循序渐进原则。《学记》认为：“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要避免

不孙，就不要杂施。在教学过程中，要适应学生的年龄特征和智力水平，按照教

学内容的系统，循序渐进地教学。首先，量力教学。对于年幼的和迟钝的学生，

教学内容不可太艰深；对于年长的和聪敏的学生，教学内容不可太简单太容易，

应根据学生的水平进行教学。“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

其次，“正业居学”“藏息相辅”。在规定的时间内上课授业，在休息的时间也

要有课外作业。课外是课内的准备，也是课内的延伸。学生在学习时要努力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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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休息时要尽兴游玩，以达到“安学”“乐学”的目的。同时还有将课内课外的

练习结合起来。这样，才能使教学连续不断地进行，也才能使学生“敬孙务时敏，

厥修乃来”，真正在学业上有所成就。

6.相互性原则。《学记》认为，“相观而善之谓摩”，“独学而无友，则孤

陋而寡闻”。提出了“摩”的原则。教学相长。”教学过程是一个双边的认识过

程，是教师的主导作用与学生的积极性、创造性相结合的过程。仅有老师而无学

生，或仅有学生而无老师，都谈不上教学。学生的学习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向老师

观摩学习的过程。

四、教师的作用

《学记》对教师的评价为：“三王四代为其师”，历代统治者对教师的评价

都很高。因为教师是教人学习为政的，必须懂得治国安民的道理，培养具有治国

平天下的统治者。在《学记》中明确提出了“师道尊严”的思想，其目的在于把

教师当做整个封建思想体系的代言人。《学记》一方面要求统治者对教师应予以

及其崇高的地位和尊敬，另一方面，对教师也提出了特别严格的要求。要求教师

教学相长，要求教师受严格的训练，遵循教育与教学的原则和方法。

五、学生与教师的关系

教学相长，教师和学生之间可以相互学习，相互进步，教学的过程一半在教

师，一半在学生。在教学的过程中教师还要重视学生的不同的心理特点，不仅要

关注学生的优点还要重视学生的缺点，知道学生的缺点后去积极地改进。良好的

师生关系可以促进学生去学习，才能获得成功。

《学记》突出的优点在于对先秦的儒家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做了很全面的总

结和概括。它简明扼要的阐明了教育的目的、作用，它着重揭示了教与学的辩证

关系，并从教的角度，提出了一系列的教育与教学的原则、方法，还论述了教师

的地位和作用。《学记》是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份极为珍贵的遗产，是人类的共同

财富，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与鉴赏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