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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论语》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记言为主的语录体著作,我们读《论语》就是读孔子及其弟子所说的“话”。从教育学的角度阅读与揣

摩而言,我们不仅要认识其教育学的理论、思想与观点,而且还要认真揣摩一个伟大教育家的“教育言语”——“言教”。也就是说,既要理解孔

子说了什么,还要揣摩孔子为什么要这样说。然而目前研究《论语》教育之道,往往关注其思想,而欠于钻研其教育之道的言说即“言教”。汲取

《论语》“言教”的精髓,有利于服务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的教育实践,进一步增强高校辅导员工作的育人实效。 

[关键词] 《论语》；言教；高校辅导员 

 

《论语》所记之“言”,从“言教”的角度来说,我以为可概括为：(1)

人格示范。即孔子所说及之所以这样说,常常表现了他的为师者的人格风

貌。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一个师德崇高的教师,敢于承担教育之责的教师,

遇其人,遇其境,遇其事,遇其问……都必须“说这些”和“这样说”。(2)

思想指引。即孔子所说及之所以这样说,主要是在人的成长灵魂易变化之

处——思想确立、坚信、改变、升华等关键环节上,加以启迪、夯实和激

励。给我们的启示是,作为辅导员要思想敏锐指导大学生未来,就是要敏于

发现他们成长的思想动态,释其疑,导其思,明其志。(3)艺术感染。孔子

讲讷于“言”,是要求慎出己“言”,因为一言既出,驷不及舌。但当孔

子说出来了,这言必然是深刻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不少无知者说《论

语》所记的是干瘪的教条,枯燥无味,殊不知,《论语》所呈现的恰恰是

代表春秋时期言语交流的 高艺术水准,也是中国教师“言教”的 典

型的艺术水准。 

1 人格示范的育人之道 

师者之言,即是师者人格,这是教育之本。教育者既要反对“巧言”,

“巧言令色”
①
；又要拒绝说“空话”,言不及义。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关系高校

培养什么样的人、如何培养人以及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要坚持把立

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的全过程,实现全程

育人、全方位育人,努力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②
作为高校

思政队伍的重要成员,辅导员始终处在高校思政工作的第一线,肩负着培

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大任务,必须

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辅导员要教育引导学生,始终追求的应该是立场语,

思想语,合而言之即为人格语。孔子为我们树立了榜样。 

《论语》中所记之“言”,凡是表达思想观点、立场和思想原则的内

容,孔子都直言不讳,开门见山,直抒胸臆,毫不犹豫。这既是孔子耿直性格

使然,也是孔子反对乡愿媚世的人生态度使然,更是他作为一名师者,通过

“言语”来率先垂范的教育目的使然。 

《论语•颜渊》——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

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

勿动。” 

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③
 

颜渊由对“仁”的疑惑到明确表态,决心用行动去实践人,这个认识变

化显然是因孔子的“言教”的明确与有序而促成的。这也是《论语》中具

体阐述“仁”的极为重要的一节。 

这段话共分三层。第一层,首先明确概念“克己复礼为仁。”克己,抑

制自己的私欲；复礼,使言语行动都合与礼。其次讲践仁的影响。“克己”

虽是个人之事,但“一日克己复礼”,便“天下归仁焉”即天下人都知道你

实践的可贵,都会称你为仁人。个人践行与群体呼应相辅相成。第三,得出

明确要求：“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用反问之句,强调“由己”,始终紧

扣“克己复礼”这一中心概念。 

第二层,由颜渊的再问而展开。目,是条目、纲领。“请问其目”是在

明白总纲的前提下顺势而提出的,所以能够从“目”上思考,说明观点已经

认同,再做下一步怎么办的认识准备了。孔子回答四个“非……勿……”

排比句式整齐而有力,问题与行动并举,一下子使人处在具体的生活情境

之中,处在“礼”与“行”的对照与抉择之中。“视”“听”“言”“动”全

部是一个人的日常行为表现。既紧扣“己”,又紧扣“礼”,还紧扣“行”。

要指出的是这,恰恰是孔子的创造：纳仁于礼,践礼于行。克己复礼难道就

这四个方面吗？显然不是。孔子作为师者的智慧,就是化难为易,化繁为简,

深入浅出,把“仁”这个崇高理念化解到每个人的日常行为“视”“听”“言”

“动”上来指导,这就是“言教”的明白晓畅。 

第三层,顺理成章出成效,颜渊明确表态：“请事斯语”。这个“事”就

是行动,一语点明要害,说明颜渊懂得了真谛。 

给我们的启示是,辅导员在涉及大是大非问题上,应该思想敏锐,态度

坚定,观点鲜明,力戒闪烁其词,模棱两可,泛泛而议,罔顾左右而言他。“言

语”的直率,表面来看是性格的果决；实质上,反映了师者观点已有抉择,

立场已有区分,思考也臻于成熟。 

2 思想启发的教育策略 

我们讨论孔子伟大的“言教”,其 显著特征与功效就是“启发”。孔

子的教育理念是倡导“启发”,孔子的教育所“言”所“行”均充分体现

了“启发”。就像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一样,“产婆术”就具体地体现在他

与学生的对话、提问、暗示、诘难、归纳之中。孔子的“启发式”“言教”

同样如此。在与学生谈心谈话以及日常教学管理中,辅导员通过“言教”

因势利导的教育和启发学生,对于有效开展思想教育工作非常重要,它是

高校辅导员必须具备的能力。 

注重“克己复礼”,注重施行仁政,这是“传道”,同时又是“济时”。

联系现实问题来指导学生学习、思考,是孔子启发思考的总抓手。这里强

调的是注重现实性的“时评”之教,在当时极端重要,对我们当今高校辅导

员工作也有极大地启发性。一方面,孔子及其弟子正处在一个动荡不安的

时代,价值观极端多元,同时社会“主流”并非有利于施行仁政,在这种情

况下,坚持原则,坚定立场是十分重要的。另一方面,孔门弟子来源复杂,

层次复杂,思想复杂,可以说是千差万别。如何构建“和而不同”的思想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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队,亟待思想哺育和方向指引,将思想教育放在现实生活中,有利于鉴别。

因此,注重“时评”,启迪学生学会透过现象抓住本质,透过历史看清未来。

是孔子启发教育的一大创造。 

《论语•八佾》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④
 

“三家”指当时的鲁大夫：孟孙、叔孙、季孙,《雍》,周颂篇名,“以

《雍》彻”即为僭礼之行为。孔子申斥三家僭礼,说“相维辟公,天子穆穆”

所歌咏的,于三家之庙堂无所取义。“礼崩乐坏”是当时的“时”,孔子此

处的斥责正是陈直时弊,催人警醒。其次孔子斥责不是谩骂,而是引《雍》

诗的境界来对比“三家”之身份。“相维辟公”指来助祭的、担任傧相的

诸侯；“天子穆穆”指行祭礼的是周天子,你看他穆穆然,至美至敬啊！这

个祭礼的规格与境界在“三家”能有吗？引诗,更见三家僭礼之丑态。此

外,孔子之所以要申斥三家僭礼,意在于启迪弟子深刻理解“齐之以礼”
⑤

的政治主张。 

由此,我们所得的启示是,“时事”是进行“言教”的 好应用性教育

内容。言,言前人所未之言,这是思想磨炼,识见创新；教,教弟子善作鉴别,

心明眼亮,这是坚守原则之道。目前我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诸

多领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价值观多元化、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

等问题。高校作为主流价值观引领和发扬的主阵地,辅导员要加强对学生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导,紧跟时代步伐,关注国家大事,掌握时事热点

动态,才能有效开展时事政治教育,启发学生深入思考。教育学生在多元思

想的浸透中,始终保持清醒的认识,透过现象抓住本质,提高明辨是非的能

力。顺“时”而“启”,因“时”而“导”,这就是孔子“言教”的智慧。 

3 艺术感染的言辞之美 

孔子对“辞”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辞达而已矣”
⑥
,一个“达”字

言简意赅,令人寻味无穷。“莫过于实”但必须“实”,切实,充实者也；“不

以富丽为工”,即不工于富丽,但并不是彻底否定富丽,富丽空灵,以辞害义,

固然“不通”,而没有文辞之采,言事则又未必能“达”。如果适当的“文

艳”正切合与表达“实”,则自然是不可或缺的。孔子所深赞的《诗》就

是辞达的范例,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
⑦
。可见,“诗”是“言”之能

达的范本。 

《论语•述而》 

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⑧
 

这12个字,用语不可谓不简,然而分别提出了“道”“德”“仁”“意”

四方面的不同要求。通常这四个字是分开来讲的,容易使人看作是同一个

意思；而这里分开并举,而采取的措施与方式又分别用四个动词来表述,

这样的语言表达,显然是提示我们区别其中之义。道,大方向、总价值观,

要做长远计,因此用“志”,心之所向也；德,品性之基,德修在己,失之则

不能立身,因此用“据”,固执于日常坚守也；仁,为人原则,处事标准,因

此用“依”,遵循而不违也；艺,六艺,人生所需,因此用“游”,如鱼在水,

时习而熟也。凝练如诗,不仅是语言形式如诗, 关键的还是一个章节、一

个片段熔铸了孔子整个的人格意境。 

《论语》所记之“言”,从表现艺术上看,有的真率如矢,直言不讳,

开门见山；有的婉转巧妙,引而不发,春风化雨；有的形象如画,色彩斑斓,

意境深远；有的节律如乐,整散有致,形式多样；有的精炼如诗,以简驭繁,

回味无穷。这些,恰恰是我国师者的“言教”艺术境界,是教育智慧的生动

表现。 

教育,不能不慎其“言”,不能不美其“言”。慎者,少伤害人也；美者,

多感染心也。辅导员在日常管理教育工作中,要善于巧妙地运用语言艺术

去驾驭思想、推敲文字、凝练语义,达到“言有尽而意无穷”的效果。教

师之“言”,是“师”的内涵之一,不可不察,不可不专,不可不在艺术性上

尽心钻研。 

言教是高校辅导员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重要方式,《论语》中孔

子的言教智慧博大精深,内涵丰富。启示我们辅导员在开展学生工作中必

须注重言说方式,把握言教内容,运用言教艺术,懂得坚定立场语思想语树

人格示范之道,掌握“时评”之教因势利导启发学生,运用艺术性的语言答

疑解惑荡涤人心。不断探索提升辅导员工作能力和育人效果的新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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