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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re are a lot of educational ideas in ancient times that we can learn from. These educational 
ideas ar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in China. Today’s education reform attaches great impor-
tance to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ancient excellent education ideas. Confucius is an 
important person in the history of education development in China. He has condensed many edu-
cational ideas from decades of educational theory and practice, such as quality education, moral 
education, lifelong education and educational equality. These educational thoughts play an im-
portant role in guiding and promoting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in 
China,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towards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education, the subjectivity of education, the lifetime of education, and the democracy of education. 
Today’s educators should not be limited to the Confucius educational thoughts they have learned, 
but also to further excavate and study Confucius’ educational thoughts and apply them better in 
modern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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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古代有很多值得我们借鉴的教育思想，这些教育思想是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当今教育改革特别重视对

古代优秀教育思想的传承和发扬。孔子是我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他从几十年的教育

理论和实践中凝练出了很多教育思想，如素质教育、道德教育、终身教育和教育平等思想等。这些教育

思想对我国当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具有重要指导和推动作用，促使我国的教育向着教育的全面性、教育

的主体性、教育的终身性、教育的民主性等方向发展。当今的教育工作者们不能局限于已经汲取的孔子

教育思想，还要对孔子的教育思想作进一步的挖掘和研究，将其更好地运用在现代教育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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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17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指出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对延续和发展中华文明、促进人类文明进步，发挥着重要作用[1]。孔子教育思想是我国

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对整个民族的文化素养、心理素质、精神品质、民族性格等的形成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深刻体会孔子教育思想的内涵，传承和发扬孔子教育思想，对我国培养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的 21 世纪公民颇有重要启示作用。 

2. 孔子教育思想 

孔子一生投身于教育工作中，是我国伟大的教育家，他的素质教育思想、道德教育思想、终身教育

思想和教育平等思想等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不仅是我国教育理念的重要精髓，也为世界各国的教育发展

道路提供了重要指导。 

2.1. 素质教育思想 

1994 年 8 月，教育部印发《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德育工作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增强适应时代发展、社会进步，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要求和迫切需要的素质教育”[2]。
我国各级各类学校都倡导全面提高人的基本素质，素质教育是当今教育的主要发展趋势，它的核心理念

是要促进人的各方面素养的培养。素质教育的起源很早，它被正式提出以前，历史上有很多教育家的思

想中都蕴含了素质教育的理念，其中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也包含了素质教育[3]。素质教育着眼于人的全面

发展，各类知识与技能的全面提升，孔子的教育思想也包含这一内容。孔子将“文行忠信”作为其教学

大纲；将诗、书、礼、易、乐、春秋作为其教材[4]。从孔子的教育实践中可以看出，孔子十分重视教育

内容的全面性，将礼仪规范、艺术、射箭、驾车、书法和算术作为教学科目，不仅体现了素质教育中教

育内容的全面性，而且特别注重学生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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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道德教育思想 

2001 年 9 月，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指出要广泛进行道德教育，普及道德知识

和道德规范，帮助人们加强道德修养[5]。党的十八大提出立德树人是教育的根本任务，以德育为首，提

升人们的道德修养水平。孔子的道德教育思想是他多年来亲身从事道德教育实践的经验总结，对于当今

道德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第一，他提出了“仁”的道德教育思想。“仁”是指“己欲立而立

人，己欲达而达人”，意思是要懂得救人于水深火热之中，我们不仅要让自己变得强大，更要通过自己

的力量去帮助比自己弱小的人，让他们也变得强大起来。第二，孔子提出了“孝悌”的道德教育思想，

意思是要孝敬父母和敬爱兄长。他是一个十分孝顺的人，很重视对父母、兄长的谦逊态度，主张对待父

母、兄长应当尊敬、真诚、尽心尽力等，不能让父母和兄长为自己操心。第三，他提出了“言行一致”

的道德教育思想。孔子要求弟子“讷于言而敏于行，敏于事而慎于言”，意思是说话要谨慎，做事要脚

踏实地，并且要做到表里一致，要通过实际行动来证明自己的言语。第四，他提出了“自省自克”的道

德教育思想。他强调“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意思是要经常自我反思、自我批评，以便及

时发现自己的不足而加以改正，避免以后再犯相同的错误。第五，他提出了“以身作则”的道德教育思

想，意思是要学会通过自身的言行来为他人树立好榜样，让自己的言语和行动对他人产生积极的影响，

发挥模范作用。 

2.3. 终身教育思想 

1995 年 3 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提出“国家要推进教育改革，促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

发展，建立和完善终身教育体系”[6]。终身教育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自终身教育提出以来，很

多国家都将这一教育思潮作为教育改革的理论之一。终身教育思想的基本理念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体现

得很充分。从横向上来看，终身教育是人在学校、社会、家庭等不同年龄阶段所受的各种类型教育的统

称，是一种形式和内容多样化的教育模式。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他将六艺作为教育的主要内容，体现

了教育内容的多样性。从纵向上来看，终身教育理论认为，人的一生都应该接受教育，而不能仅仅局限

于人一生的某个阶段。在这个层面上，孔子提出：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

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孔子认为每个人在不同的年龄都有所相对应的学习内

容，提倡要活到老、学到老，也就是教育要贯穿人的一生，而不能只是发生在学生时期。 

2.4. 教育平等思想 

1986 年 4 月，我国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要求所有适龄儿童、青少年都必须接受

教育。教育的公平性问题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格外重视的一个问题，很多国家通过颁布各项法律法规来保

障人们的受教育权利。受教育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人不管出生贵贱、地位高低，都应该接受相应的

教育，这是每个公民步入社会的必备条件，也是构建美好生活的充分条件。义务教育法的实施，在一定

程度上保障了教育的公平性，缩小了城乡教育的差异，促进城乡义务教育的均衡发展。在中国教育史上，

关于教育平等的思想在很早就已经萌芽。孔子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他认为人的可塑性很强，因为

可塑性受环境和后天教育的影响，因此主张要扩大教育对象，任何人都能接受教育而不管高低贵贱之分，

可视为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位提出教育公平的学者。孔子“有教无类”思想是他教育思想体系的核心，也

是他一生的教育目标和追求。为了让更多的人能够接受教育，获得发展，孔子广收弟子，一生共招收了

三千多名弟子，其中既有贵族子弟孟懿子，也有箪食瓢饮的颜回。孔子创办私学，兴办教育，严重打击

了“学在官府”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削减了官僚腐败气息。私学的创立，使教育对象不仅仅是贵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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弟，平民百姓家的子弟也有机会接受教育，促使教育对象扩大，也为社会增加了人才来源。 

3. 孔子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 

孔子教育思想历经两千多年仍对我国教育的发展具有重要指导作用，也是世界教育史上宝贵的财富，

对世界各国的教育教学改革都有启示意义。孔子的教育思想对当代教育的启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

是教育的全面性，二是教育的主体性，三是教育的终身性，四是教育的民主性。 

3.1. 教育的全面性 

在大力提倡素质教育的今天，要求我们必须关注到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充分挖掘他们的潜能，要从

教育理念、教育目标、教育方法、课程开发等方面落实，促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多方面的全面发展。1912
年初，蔡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一文，提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

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举的教育思想[7]。他提出这个教育思想相当于今天的德智体美劳教育思

想，符合人的全面发展要求和人才培养的规格。我国在大力倡导素质教育的同时，应试教育也盛行，这

两种教育模式不禁反映出我国教育存在很多问题。在唯分数论的影响下，学校、教师、学生面临着巨大

的升学压力，这些源源不断的压力导致教育的重心向片面追求分数转变，却忽视了对学生思想道德、创

新思维、主体意识等方面的培养。于是，我国教育培养出了许多高分低能的学生，很多学生变相成为考

试的机器，这些学生拥有智慧的头脑、过人的天赋，可是在心理素质、实践操作、社会经验等方面严重

不足，很难适应激烈的社会。在知识经济的时代背景下，我们国家需要的是全面发展的高质量人才，不

管是在知识还是在技能、素质等方面都要齐头并进，也就是教育要均衡发展，不能忽视学生任一方面的

培养。 

3.2. 教育的主体性 

主体性教育理论是一种反对传统教育的教育理论，带有一定的先进性和思想性。自主体性教育理论

提出以来，主体性教育开展得蔚然成风，在全国范围内受到了广泛关注。作为一场思想改革运动，主体

性教育打破传统的教育思想，倡导以人为本，以学生为本，人应当是教育的主体而不是客体。这场改革

运动，从理论和实践上更新了教育工作者对教育的重新认识，教育工作者们不断思考和探索，促进主体

性教育的不断完善和发展，普遍确立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虽然主体性教育得到了教育家、教师、

家长的认同，但是很多思想观念落后的教师在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时候仍然忽视了学生为主体的教育思

想。这类教师在课堂教学时的普遍做法是“一言堂”，即以自我为中心，忽视学生的身心发展特点和教

育发展规律，一味地采取灌输的方式将知识传递给学生，而不管学生对知识的消化和吸收程度，只顾着

完成大纲规定的教学任务，不重视教学目标是否达成。作为教师，应该认识到学生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

个体，这就要求教师在教学时应该以学生为主体，重视学生对教学模式、方法、教学进度的反映，并且

要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及时仔细地关注学生的动态，根据学生的课堂表现来调整教学节奏，做到心中

有数。 

3.3. 教育的终身性 

终身教育是在尊重历史和现实的条件下提出的一种教育思想，是对传统教育思想的一种超越。教育

发展史上，有很多学者都对终身教育有着不同的定义。保罗·郎格朗认为终身教育泛指某种思想或原则；

意大利学者埃特里·捷尔比认为终身教育是学校教育和学校毕业以后教育及训练的统合[8]。一千个读者

必定会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尽管学者们对终身教育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这种教育的核心理念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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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教育应该贯穿人的一生，人一生都应该接受教育。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一直在变，我们身处一个不断

发展、不断进步的社会，科技进步日新月异，经济水平持续上升，教育发展蒸蒸日上，世界瞬息万变，

对我们适应社会的要求也相应提高。为了能够适应社会的高速发展，我们不能将自己的人生分成学习阶

段和就业阶段，因此学习不能止步于学校毕业时，而是应该一直持续下去，成为一个终身学习者。教育

涉及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受任何时间、空间的限制，只要我们愿意学习，就会发现生

活中处处有学问。终身学习对我们的自主学习意识和能力要求较高，因此，教师应着重培养学生学习的

积极性和主动性。 

3.4. 教育的民主性 

陶行知先生曾经指出，民主教育一方面是教人争取民主，一方面是教人发扬民主[9]。不管任何方面

的民主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强调平等，平等是开展任何活动的前提和基础。其中教育的民主性，就

师生关系而言，师生间的地位是平等的，都拥有各自的尊严和权利，教师不能侮辱、打骂学生，学生也

要充分尊重教师的劳动成果，体谅教师的辛苦付出，这需要师生双方共同努力构建民主型的师生关系。

就学校管理而言，学校要制定和谐、民主的制度，不能采取专制型的管理模式，学校虽然拥有建设和发

展学校的主动权，但是家长也有参与管理学校的权利，学校在管理模式上应当充分尊重家长提出的意见

和建议，家长也应发挥主人翁意识，主动参与学校的管理，共同构建家校合育，发挥学校和家长的双重

影响力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就教育机会而言，每个人都拥有受教育的机会，不分贫富贵贱、种族

差异、性别都有接受教育的权利，这些都体现了教育的民主性。 
孔子在从事几十年的教育生涯中对教育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详细的阐述，从教育对象、教育方法、

教育目标等多方面进行了总结提炼，形成了为世人称赞的教育思想。在继承和发扬孔子教育思想的同时，

我们也要学习国内外先进的教育理念，取其精华，推动我国教育更好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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