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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书对于一个民族来说，是让悠远历史连成缆索的工具。
是让五湖四海的人聚在一起的元素，更是让这片广阔土地长存文明火种的基础。
几千年来，野蛮的战火几乎在不断地焚烧着脆薄的书页，很多书，来了，又去了。
不幸中的万幸，有一本对中华民族影响最为深远而广泛的书在无尽的灾祸中死里逃生，那就是《论语
》。
《论语》成书在战国前期，它是我国古代的一部语录体散文集。
它以精练传神、含蓄隽永的语言，记载了大思想家孔子及其主要门徒的言行，全面反映了孔子的人文
思想、政教观念、治国之道与社会理想。
经过秦始皇的焚书坑儒，《论语》几乎遭到灭绝。
直到西汉，秦朝的“挟书律”被废除，朝廷明令“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
那些冒着生命危险将书保留下来的人，纷纷向朝廷“献书”，几经周折，才恢复了较完整的《论语》
。
读《论语》的人当中或许不乏受功利驱使者，但更多的人是为了从中学到为人处世的方法，与修身治
国平天下的道理。
事实证明.几千年前儒者虽已给我们谆谆教诲，教给了我们许多道理，但真正能以《论语》为做人准则
的人，倒是少之又少。
《论语》是祖先留下的宝藏，如果单纯用于展览、炫耀，它就失去了本身的价值。
我们不仅要读它，更重要的，我们要学以致用。
将书中的道理记在心中，用在生活中。
假如我们在现实中能够做好其中的几点，那么社会风气就会好转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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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半部《论语》治天下”，也许我们达不到宋朝宰相赵普那样高的水平，但是通过对《论语》的学习
，我们能学到最佳、最实用的做人道理，这点却是毋庸置疑的。
《论语》在几千年的承传过程中，影响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浸润着人们的心田，荡涤着人们
的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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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分析】这段对话充分体现了孔子因材施教的思想。
子路和冉有向孔子请教的是同一个问题：听到一个很好的主张，是不是应该马上去做呢？
孔子对不同的人给出不同的回答。
他对子路说：家里父兄在，你应该先向他们请教再说，哪能马上去做呢？
而对冉有却是加以肯定：应当马上就去做。
站在一旁的公西华想不通，便问孔子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解释说：冉有遇事畏缩，所以要鼓励他；子路遇事轻率，所以加以抑制。
孔子因材施教的教学思想，在中国教育史上有较大的影响。
他认为作为一名教师，必须掌握学生在学习上常犯的四种心理禁忌，即广泛而不精、知识面过窄、把
学习看得太容易和有畏难情绪。
只有了解学生的心理特点，才能给予帮助、补救。
就是说，学生心理的差异性，决定了因材施教的必然性。
在教学上，孔子还提倡师生之间相互切磋，共同讨论，互相启发，以收到教学相长的良好效果。
个部《论语》，实际上就是记载他们师生间互相问对、讨论的情况。
如子路、颜回、子贡和子夏与孔子的问对。
【综述】“有教无类”是孔子创立儒学的根本宗旨。
孔子所推行的开放性的“有教无类”方针，不仅满足了平民入学受教育的愿望，而且适应了社会发展
的需要，孔子私学成为当时规模最大、培养人才最多、社会影响最广泛的学校。
孔子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传说孔门弟子三千，通六艺者七十二人，可见他为社会培养了不少人才。
“有教无类”从根本上决定了儒家学说的本质。
“有教无类”的含义不是某些特定阶层、特定集团、特定群体的人方可教，而是人人可教。
人人可教即人人可学，人人可学的知识即大众之学。
人人可学之学实际上也是人人可行、可知，能行、能知之学。
孔学即是人人可行可学、能行能学之学。
孔子之教不过文、行、忠、信，不过诗、书、礼、乐，落实下来不过“入则孝，出则弟”，“出门如
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等等，谁人不能知之（7谁人不能学之？
又有谁人不能行之？
关键在于自己愿学不愿学、愿行不愿行，这就是“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的真意。
也是对教育者发挥主观能动性的启发。
孔子的这种教育思想有很多是通过对话灌输给他的弟子的。
比如性格率直而鲁莽的子路，出于对孔子的敬爱，常常向孔子提出批评性的意见，孔子也很关心、爱
护子路，对他的批评也能接受，当有的学生对子路不太尊重时，孔子对他们说：子路的学问是不错的
，只是还不够精深罢了。
颜回是孔子最得意的学生，但由于颜回从未对孔子提出过疑问和批评，孔子曾不满意地说过：颜回不
是对我有所帮助的人，他对我的话没有不喜欢的。
子贡是孔子言语科的高才生，他经常向孔子请教《诗》教育者主观能动性又称自觉能动性，是人们认
识世界和改造世界中有目的、有计划、积极主动的施教能力。
主观能动性是人类特有的行为特征。
人区别于动物的特点是，人具有主观能动性，人能够有意识地自觉地想问题、办事情。
人们应该以客观规律和客观条件为基础，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主观能动性也就是自觉性，只有我们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发自内心地想学习，才能担得起教育的责
任。
名人自觉自发学习的故事，不胜枚举，他们正是因为充分调动自身的主观能动性，才能发自内心地主
动学习，终于成就了一番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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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捷克著名教育家夸美纽斯所提出的，教育“是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艺术。
然而教育的全民化在人类社会上却不是那么一帆风顺的。
教育思想、教育理念的不同，也可以归结为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不同。
两千年以前的孔子研究人的方法是以承认人与人的存在差别为前提的，而且认为“人是一种尚不完善
的存在物”，在这个前提下他把人分为仁人、君子、小人等。
但是这种差别也是人为划分的，而且是可以改变的。
这从他提出的教育目标和有教无类的原则可以看出。
和孔子认为人都可以培养，都可以改变，都可以造就相比，西汉董仲舒的看法就不同，在他看来，具
有“圣人之性”的人是不用接受教育的，具有“斗筲之性”的人教化也无用。
综合地说，“有教无类”不是针对某部分人的，而是针对所有人的。
孔子告诉后人，要做人，就要修己。
现实存在的每一个人都有许多不文雅、不合规矩、不合法度的东西，有许多贪的欲望，以及偏执、矫
情的思想，这些东西不合乎人道之常，人情之常，偏离了生活的常态，需要一番彻底的“修理”。
修己就是修正自己，打点自己，使自己心态、行为由不正归于正，这并不是远离生活常态的看似高深
的东西。
修己不分阶级，不分富贵贫贱，不分男女老幼，而是人人应为能为，能知可知的事情。
延伸思辨一——仁智统一，才能有完美的人格提到有教无类，董仲舒应该是最有力的代言者之一。
他以举贤良对策（“天人三策”）为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文教政策奠定了基础
，发展了儒家的道德伦理思想，并将之概括为“三纲”、“五常”。
董仲舒的教育思想是以其人性论为基础建构而成的。
他把人性划分为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被后世公认为人性三品论的“始作俑者”。
并且认为圣人之性不需教，斗筲之性无法教，中民之性应当教。
最后一点是董仲舒重视教育的核心思想。
人性与受教相结合，只有“继天而成于外”（《春秋繁露?深察名号》），才能培养出善性这块“合金
”来。
董仲舒把德育过程分为知、情、意、行四个阶段或环节。
提倡“必仁且智”、“安人正我”、“重志贵意”等等。
特别重视道德行为的实践，提出“事在强勉”，强勉努力才能修行成才。
他的仁智统一论、“爱人”与“正己”论，不仅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更有实践价值，与现代认知学
派的德育统一论有不少相合的地方，至今仍熠熠发光。
他在《秋繁露·必仁且智》中提到：“仁而不智，则爱而不别也；智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
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
”这句话的意思是，只有仁德而无智慧，那么在施爱于人时，都不知分辨好坏；智慧而无仁德，那么
智慧也没有什么用处。
所以仁者怀抱仁爱感化别人，智者利用自己的智慧辨析利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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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读,学做人》：《论语》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之一，《论语》影响了一代代的中国人，影
响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论语》被称为中华文明“第一书”。
《论语》一部做人的真理书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读论语学做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