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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记》是中国古代一篇教育论文，
是世界历史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题
的文献。文章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教
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
和作用，教育过程中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
间的关系，比较系统而全面地总结和概括了
中国先秦时期的教育经验。



1

“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学乎！”



2

“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



能否培养起学生终身学习的意识和
能力是好学校的一个标准之一。好教师的标
准亦如是！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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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与学，不能一头热一头冷，不是
单向度的，而是互动的。教学相长，是教育
的辩证法。



4

“比年入学，中年考校。一年视离经辨志，
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
论学取友，谓之小成。九年知类通达，强立
而不反，谓之大成。”



学制研究早就有了。

教育不能速成，要遵循规律、循序渐进。

大型的考试好少啊！



5

“君子之教喻也，道而弗迁，强而弗抑，开
而弗达。道而弗迁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
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也。”



教育是讲究方法和艺术的，会引导、
鼓励、启发、关系融洽是最好的方法和艺术。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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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教而知学（教要知道学）教是为了学。



7

“善歌者使人继其声，善教者使人继其志。
其言也，约而达，微而臧，罕譬而喻，可谓
继志矣。”



良师：人格魅力，教学（言语）魅力

宁做良师，不做“名师”；只有良师，方
为“名师”；光有名号，师也不师。



8

“今之教者，呻其占毕，多其讯言，及于数
进，而不顾其安，使人不由其诚，教人不尽
其材。其施之也悖，其求之也佛（拂）。夫
然，故隐其学而疾其师，苦其难而不知其益
也。虽终其业，其去之必速。”



反面讲问题和恶果。

速成，就可能速朽。

尊重规律，尊重差异，尊重需求。



9

“禁于未发之谓豫，当其可之谓时，不陵节
而施之谓孙，相观而善之谓摩。此四者，教
之所由兴也。”



教育教学向好发展的法则：善于预
判，因时而动，循序渐进，相互切磋。



10

“发然后禁，则扞格而不胜；时过然后学，
则勤苦而难成；杂施而不孙，则坏乱而不修；
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燕朋逆其师，
燕辟废其学。此六者，教之所由废也。”



教育失败的原因和体现。

善意的提醒，也需要辩证看待。



为什么我们会怀念过去的学校？



“常州中学的预科非常好”

“给我影响特别大的老师叫吴山秀”

“游艺课不用考试”

“好多教材都是英文课本”

“大家都是体育狂热分子”

“下午第二节课后老师都不进教室上课的”



教育中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并不会
因“热闹”而改变。所谓大道无言，所谓越
是真理越简洁。但如果不经过寻找，这种简
单就不会被重新发现和认识，这种简单是一
种经过复杂过后的简单，而绝不是原来起点
上的那种简单。简单地理解教育的过程与方
法，是对教育的一种误解。



好的的学校教育

一定是努力尊重常识、尊重常规、
呵护常态的，它所创造的校园生活一定会让
学生充分感觉到——



有意义（动力源）

有意思（热爱源）

有可能（发展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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