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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提出的“因材施教”原则为后世教育理论与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理念，强调的是教育者应立

足于实际，深入细致地探究学生的个体差异，进而精准施策，因势利导地组织教学活动，确保每位学生

都能发挥所长，规避所短，实现潜能的最大化。在新形势、新背景下，面对个性鲜明的大学生，思想政

治教育工作无疑成为高等教育不可或缺的一环。高效且有针对性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对于培养优秀人才

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更是社会稳定与和谐的基石。在此背景下，孔子所倡导的“因材施教”思想，依然

提供了独特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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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us proposed the principle of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s”, which laid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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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ducation in later generations. This concept empha-
sizes that educator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tual, in-depth and detailed investigation of the in-
dividual differences of students, and then precise policy,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 of the organi-
zation of teaching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o ensure that each student can give full play to their 
strengths, avoid the shortcomings, and achieve the maximization of potential. Under the new sit-
uation and new backgroun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undoubtedly become an in-
dispensable par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he face of college students with distinctive personalities. 
Efficient and targeted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ducation has a decisive impact on cultivating out-
standing talents, and is the cornerstone of social stability and harmony. In this context, the idea 
of “teaching students according to their aptitude” advocated by Confucius still provides unique 
inspi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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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孔子创造性地提出了“因材施教”的理念，强调的是教育者应立足于实际，深入细致地探究学生的

个体差异，进而精准施策，因势利导地组织教学活动，确保每位学生都能发挥所长，规避所短，实现潜

能的最大化。这里的“材”特指学生在个性、兴趣、潜能等方面的个体差异。为优化教育教学效果，必须

针对学生的个性特点，从实际出发，有的放矢，采取不同的途径、措施和方法[1]。 

2. 孔子的“因材施教”思想在教学实践中的运用 

孔子说：“性相近，习相远”，这里的“性相近”充分表现人的一般性、共性特点，而“习相远”是

说由于生存环境不同，所受的教育不同，加之遗传基因的不同，人的个性特点是千差万别的[2]。在私学

教育的广泛实践中，孔子独树一帜地提出了因材施教的教学策略，旨在推动教育工作的发展。为了更精

准地把握学生的个体差异，孔子主要运用了两大手段：一是深入交流的谈话法，二是细致入微的观察法，

这两大手段成为他了解学生、指导教育的宝贵工具。基于对学生深入的理解，孔子根据学生各自的实际

情况精心组织定制化教学，从而显著提升教学效果。在《论语》的记载中，孔子的众弟子曾就“仁”的内

涵向他请教，弟子们见解各异，孔子则根据每位弟子的独特见解和个人背景，巧妙地调整自己的回应方

式，确保教育过程既具有个性化，又达到精准传授的效果。 
同样，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在对学生的缺陷进行针对性教育方面得到了深刻体现。举例来说，子

路、冉求问是否“闻斯行诸”，孔子答：“求也退，故退之；由也兼人，故退之。”也就是当子路与冉求

向孔子询问是否应在“听闻后立即行动”时，孔子给出了深思熟虑的回答：“冉求性格较为退缩，因此我

鼓励他积极进取；而子路勇猛好斗，因此我告诫他应适度退让。”通过分析，我们可以清晰地认识到，学

生心理的个体差异是实施因材施教教育原则的重要前提。为了更有效地激发学生的潜能，教育者必须根

据学生的具体情况和个性特点，精心组织教学内容，并采用差异化的教学方法。这种因材施教的教学策

略，对于优化教育效果、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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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因材施教”思想在高校思政教育实践中的问题 

3.1. 教学目标模糊 

在教育过程中，教育者需确立清晰的教育目标，旨在将学生培育为既满足社会发展需求，又能实现

其个人价值的人才。全面促进学生个性能力的发展，是教育者的核心任务。然而，目前众多高校教育者

对教学目标的认识尚显模糊，往往机械地依照既定教材进行知识灌输，缺乏将教育融入生活实践的深刻

认识。部分教育者片面地将学业成绩作为评价学生的唯一标准，忽视了学生个体特性及其长期发展的重

要性。学生作为教育的主体，拥有独特的思想和个性，教育者应充分尊重其差异性。鉴于现代社会对多

元化人才的需求，教育者应针对每位学生的特点，发挥其特长，旨在将他们培养成为适应社会各行业需

求的专业人才。同时，教育者应引导学生将理论知识转化为实践能力，使之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满

足社会对于具备实际操作能力人才的需求。 

3.2. 教学理念存在误区 

在致力于塑造“四有新人”的目标下，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举足轻重的责任，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

用。鉴于每位学生具备的独特性，教育过程必须强调个性化与针对性。然而，当前的教育实践中，教育

者倾向于采用统一的教育理论和方法来应对所有学生，以期达成教育目标，但这种方法可能导致教育效

果大相径庭。此外，不同学科拥有各自独特的学习策略与认知规律，学习方法应随之调整，不应墨守成

规。因此，教育者需根据学科的特性灵活调整教学策略，并鼓励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以优化教学效果。 

3.3. 教学方法单一 

传统的教学实践中，惯常采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架构，其中教师侧重于知识的传递与灌输，学生

则多处于被动接受的状态，他们主要聚焦于吸收课本上的知识，却鲜少进行深层次的思考，这种教学模

式在一定程度上可能限制了学生自主学习和探索的能力的发展。教师与学生的交流往往缺乏平等性，多

数情境下，教师被视为知识的权威，其地位不容置疑，这导致学生心存敬畏，难以对教学内容提出批判

性思考或质疑。这种教学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深入推进构成了显著的阻碍。高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作为一个综合培养学生知识、情感、意志与行为的教育平台，其功能远超过单纯的知识传授。

它不仅是让学生获取知识，更是塑造学生社会道德观念、理解社会秩序。 

4. “因材施教”思想对高校思政教育的启示 

当前，我国社会正处于一个关键的转型阶段，这一时期伴随着多元化的价值观、思想观和政治观的

涌现，对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构成了显著的挑战与压力。尽管现今的社会环境与孔子时代有着天壤之别，

但孔子的“因材施教”这一教育理念并未因此失去其时代价值。相反，它作为一种历经两千多年传承的

智慧结晶，仍能在今日为我们提供独特的思考视角和深刻的启示。 

4.1. 全面了解学生 

深入且全面地了解学生是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实施因材施教策略的重要前提。教育心理学认为：“不

同的个体具有不同的心理特点。学生的心理发展存在显著的个性差异。他们的兴趣爱好、动机信念、智

力能力、气质性格等心理品质都存在着显著的个性差异特点。”[3]在孔子所生活的历史阶段，受限于时

代背景，他并未能对个体的心理特质进行如此详尽的划分。然而，当以现代心理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孔子

的教育思想与教学实践时，我们不难发现其中深藏着对个性心理差异诸多细致而独到的理解。这些思想

内容在孔子的教育实践中得到了体现，显示了他对个体差异的敏锐洞察和深刻理解。由于学生群体具有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21084


嵇梦莹 等 
 

 

DOI: 10.12677/ass.2024.13121084 120 社会科学前沿 
 

多样化的家庭背景、性格特质、兴趣及爱好，因此，教育工作者在掌握每位学生基本信息的基础上，需

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互动。通过走访宿舍和深入对话等方式，教育工作者能够从生活、学习和工作发展等

多个维度对学生进行全面了解。同时，借由学生的心理测试及相关数据分析，教育工作者能够对学生的

心理健康状况有所把握。在后续的持续跟进中，教育工作者可依据学生的消费水平、着装风格及日常行

为举止，进一步深入洞察学生的内心世界。同时，为了提升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需构建并细致管理学

生信息数据库。在与学生交流互动过程中，应敏锐捕捉他们的情绪变化和心理状态，实时更新数据库信

息，并据此灵活调整工作策略与方法，以确保精准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和发展趋势。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确保在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中做到精准施策，实现有的放矢的效果。 
在对学生实施教育之前，首要任务是进行全面了解，这有助于更深入地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通过

这样的方法，才能够以理服人，以情感人，促使学生自愿分享内心的想法，从而实施更为有效的个性化

指导。 

4.2. 采用灵活多变的教育方法 

在个性化教育实践中，因材施教是教育者必须遵循的原则，它要求教育者根据教育对象的特性差异，

灵活调整教学方法和手段。孔子的因材施教策略正是建立在对学生的深入了解和精准把握之上，他细致

观察并理解每个学生的个性特点、天赋潜能和思维层次，能精准地把握学生的知识掌握程度、存在的困

惑以及未来可发展的方向。基于这样的深刻理解，孔子在教导学生时，能够采取多样化且富有针对性的

教学策略，直击学生的知识盲点，使他们在学习中豁然开朗，取得显著的进步。孔子在教学上展现出高

超的引导艺术，他总能敏锐捕捉学生的困惑点，在恰当的时机和地点给予恰如其分的点拨和指引，从而

引发学生的主动思考，点燃他们内心的求知欲望，进而自主解决困惑。在《论语·述而》中，他强调了

“不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的教育原则。教育不应仅限于单向的知识灌输，

而应激发学生的主动学习精神，引导他们进行深入思考，鼓励他们自主探索与发现。在这一过程中，教

师应适时提供必要的辅助。针对部分学生在表达意见上的困难，教师应积极鼓励他们发声，并适时给予

启迪，以促进其全面发展。 
教学方法在实质上构成了教学的指导蓝图，若方向已明确却缺乏有效的引导方式，学生潜力难以全

面释放。为优化思想政治教育，教师应运用多样化、灵活性的教学策略，因为学生间的差异性显著，统

一的教学法难以普遍适用。思想政治教育相较于一般教学更为复杂，它需要特别关注学生的心理动态。

唯有全面考虑受教育者的心理特征，并给予恰当的指导，才能有效搭建起沟通的桥梁，帮助他们解开内

心的困惑、解决面临的问题，从而达成思想政治教育的最终目标。 

4.3. 树立多样化的人才观 

树立多元化的人才发展观念，对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而言，是实施因材施教教育策略的关键基石。

鉴于个体在先天禀赋、性格特质、兴趣爱好等方面呈现出的多样性，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者应秉持宽容与

平等的心态，致力于将每位学生都培养成为具备实际价值的人才。随着时代的演进，对多元化人才的需

求日益凸显，因此，教育者所培育的学生亦需具备多领域的素养。教师可以通过细致观察学生的日常行

为，发掘他们潜在的优点和特长，进一步放大并优化这些特质，同时辅以适当的引导。此外，教育者还

应与学生的家长保持及时有效的沟通，共同培养和发展学生的兴趣爱好，以确保他们能够在健康、快乐

的环境中茁壮成长。 
在改革开放步伐的加速与西方文化的交融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已发生显著转变，摒弃了将教育

仅视为通往未来生活的唯一途径的狭隘观念，转而强调适应性与个人发展的最优化。教育者应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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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确立全面且科学的教育理念和人才观，积极投身于教育改革的浪潮，着力于加强思想政治教育、道德

品格培育、纪律规范训练及法治知识普及，并尤其关注于激发学生的创新思维，提高其实践能力[4]。在

学生的成长道路上，教师的悉心指导至关重要。教育者需摒弃偏见，以开放的心态发现并培养学生的独

特潜能，致力于将他们塑造成国家各行各业所需的杰出人才。 

4.4. 平等对待每一位学生 

在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中，其核心基石在于公正无私、一视同仁地对待每一位学生。这是因为，教

育的真谛源于对个体的尊重、信任和平等，同时根植于包容与爱心所构筑的深刻理解之上。该教育理念

凸显了师生间的平等对话，致力于保障每位学生在教育的滋养下全面成长，受益终身。孔子坚守“仁者

爱人”，倡导教育应超越社会阶层和国界的桎梏。在招纳弟子时，他并未受限于学生的家境、过往的行

为记录或智力层次，而是秉持着无差别的平等态度，广泛接纳。因此，他的门生队伍呈现出丰富的多样

性，既有身处贫寒的颜回，也有才智稍显欠缺的高柴，更有性格直率的仲由等。这些不同的学生背景彰

显了孔子教育理念的包容性和普遍性。以至于南郭惠子有“夫子之门何其杂也”之叹[5]。 
作为教育工作者，在履行思想政治教育职责时，唯有秉持公正态度，不偏不倚地看待每一位学生，

树立典范，方能有效地调和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实现教育的和谐与平衡。为实现此目标，教育者需全

面了解受教育者的日常生活和学习状态，以平等的姿态与其建立对话渠道，并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的关

爱。在此基础上，教师方能与学生展开更为深入的交流，根据学生的个体差异制定教育策略，助力学生

锤炼个人品质与道德修养，提升学业表现，并学会积极参与集体生活。此外，在思想政治教育的过程中，

教师应发挥表率作用，始终保持高度的自我约束和警觉，时刻进行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激励。“其

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教师的榜样作用对于推进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有效实施

至关重要。 

5. 结语 

孔子的“因材施教”理念，不仅在教育观念层面，而且在教育策略与态度层面，均提供了极具价值

的参考和启发，值得深入汲取其精髓。然而，这种借鉴并非简单地全盘接受，而是在批判性审视和审慎

选择的基础上，摒弃其不合时宜的部分，保留并发展其有益之处，以便更好地适应并服务于当代思想政

治教育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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