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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fucius and Plato are the great founders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history of education, their 
educational thoughts have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generations. Through the compar-
ison of their educational thought’s background and process of origination, educational goals, ob-
jects, contents, and methods, we can get the finding that both of them have their own characters 
and the similarities. After the research of comparison, we can have a deeper knowledge about 
Chinese and Western education and it can provide the current education with better 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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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孔子与柏拉图是中西教育史伟大的奠基人，他们的教育思想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刻而久远的影响。通过

对比两圣的教育思想产生背景与历程、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我们发现两圣思想

各具特色，但又有相似之处，研究对比两圣的教育思想，更加深入认识中西教育，为当前教育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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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孔子(公元前 551 年~公元前 479 年)，春秋时期鲁国人，是中国著名的大思想家，教育家，首开中国

私学，创立了儒家学派。《史记·孔子世家》中记载世传孔门“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二人”。

孔子去世后，其弟子及其再传弟子把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语录和思想记录下来，整理编成儒家经典《论

语》，成为影响后世的经典之作。柏拉图(公元前 427 年~公元前 347 年)古希腊时代伟大哲学家，他写下

了许多哲学的对话录，《理想国》就是其著名的代表作，其中的教育思想开创了西方教育的先河，并且

在雅典创办了著名的学院。孔子与柏拉图虽然相差约一个世纪，地理位置相隔万里，但是两位先哲的教

育思想却有很多相似之处，同时又各具特色。 
孔子与柏拉图是奠基中西文化的思想巨人，为其各自的政治主张传道弟子，周游奔走，成为了影响

后世的教育家。本文将从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程、教育目的、教育对象、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等方

面对两位先哲教育观作比较。 

2. 两圣教育思想产生的背景和历程 

春秋战国时期，牛耕的推广与生产技术的改进，使得生产力有大大提高，农业和畜牧业有了飞速的

发展，原来的生产方式已不再适应生产力的发展，人们劳作不再仅仅为了维持生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

建筑，奴隶制经济的逐渐衰落，新兴的封建经济产生，阶级关系发生巨大的变化，除了原有的奴隶主，

奴隶和平民阶级之外，又出现了新的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地主阶级为维护自身经济利益，扩大政治权

利，进而各诸侯国之间不断进行斗争。于是孔子以“仁”出发，希望统治者爱民，惠民，人民顺从周天

子的领导，从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 
孔子出身世家，三岁丧父，家境衰落后，随母亲回到曲阜清贫度日。所以孔子后来说：“吾少也贱，

故多能鄙事”。这一时期政权实际掌握在季氏、孟氏、仲氏手里，孔子父亲是一位士，按照古代世袭制，

孔子毫无疑问是继承父亲的头衔，在季氏要求士字头衔的人去他家吃饭时，孔子却被拒绝门外。季氏的

管家说道：“我们邀请的是士，不是你”[1]。年轻的孔子受到屈辱，使他产生了通过奋发努力改变处境

挤入上层社会的愿望。孔子好学多思，善于向他人取法，到三十岁时成长为多才多艺精通典籍礼仪的儒

士，甚至受到鲁君和各国使者的礼敬。 
在春秋以前，教育是“学在官府”，只有统治阶级的子弟才有受教育的权利，到了春秋时期，经济

发展，文化下移，下层平民也希望获得知识，得到受教育的权利。大约这时，孔子在三十岁时毅然放弃

“委吏”(仓库管理)和“乘田”(畜牧管理)职务，开始创立私学，教授学生。孔子虽出身为士，但由于少

年时代的贫寒经历，更使他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他自己的生活接近下层百姓，能够体悟农民的需求，

所以他办学不是简单从统治者的需要出发的，而是立足于社会现实的需要，希望从社会各阶层培养能够

接受自己思想的人才，为改善当时社会政治服务。 
希腊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对其发展有重要的影响，由于山峦和海洋的阻隔，没有形成统一的政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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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在公元 8 世纪左右，希腊出现许多城邦，各个城邦交往频繁，大大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经济的

繁荣发展促进了思想文化的交流与碰撞，这一时期出现苏格拉底等伟大思想家。由于城邦国家面积小，

人口少，使公民能更直接参与政治活动，更加积极地追求民主权利。公元前 594 年梭伦改革建立雅典民

主政治体制，创建初期民主政治存在很大的不足，导致国家权力失衡，各势力开始争夺权力。苏格拉底

意识到雅典民主政治体制的落后，进行批判分析，柏拉图作为苏格拉底的学生深受其影响。 
柏拉图出生于雅典附近的伊齐那岛的贵族家庭，他的父亲是雅典王室后裔，母亲是梭伦的后裔，柏

拉图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20 岁师从苏格拉底，随恩师开始了自己哲学家的生活。公元前 399 年，苏格

拉底被雅典民主派以蛊惑青年、崇奉新神的罪名处死[2]。苏格拉底的死，使得柏拉图对雅典民主体制深

感失望，之后他便开始长达 12 年游历的生涯，游历使他学习到别国的思想，同时与自己的思想不断融合，

最终形成自己的理论，之后在一所以希腊传奇英雄阿卡德米命名的体育场附近创立学园，广收门徒，旨

在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 
两圣均出身名门，孔子却家道中落，从小以自学为主，没有受到官府学校的教育；柏拉图自幼受到

西方雅典教育熏陶，师从名家。对比二者就不难发现，孔子主张平民教育，柏拉图主张贵族教育的原因

了。二人身处动荡之世，胸怀天下，积极探求社会出路。不同的是孔子主张恢复“礼乐文化”旨在建立

一个外户而不闭的大同社会；柏拉图意在创造一个稳定和谐、向善的“理想国”。二人虽在不同时代，

不同地域，却都选择通过教育来实现自己政治理想，并做出了巨大贡献。 

3. 两圣教育目的的异同 

孔子总是诲人不倦地告诫其弟子：“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述而 6.13)。提倡要将仕培养为君子，

不做小人式的儒者，并且对君子提出：“君子道者有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知者不惑，勇者不惧”(宪
问 14.28)。孔子认为要成为内在素质和外在表现和谐统一的君子儒，必须通过教育培养人的品质。子路

问君子，孔子说了三条：“修己以敬；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百姓”(宪问 14.42)。孔子认为君子从自身

应该修炼自己，做事恭敬；对亲人应该修炼自己，使亲族安乐；对百姓而言，君子应修炼自己，使百姓

安乐，从而达到“仁”。孔子的教育目的除了培养君子之外，还提出“富民”和“教民”的思想。“子

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

又何加焉？’曰：‘教之。’”(子路 13.9)。孔子认为先富后教，这里不是说对百姓只富不教，在孔子观

念中教化老百姓是十分重要的。 
柏拉图确立的教育目标就是为了培养适合其理想国的举国能人，能够孝亲爱友，培养城邦的最高统

治者“哲学王”。由此他将社会分为三个阶级：统治者，护卫者和生产阶级。这三种人各司其职，分工

协作，以“哲学王”为教育核心培养政治家，毕竟能成为政治家的是少数，他们需要经过曲折漫长的道

路去学习，完成他们最大的学习，最大的知识——善的理念。“善”的理念是教育的最高境界，用“太

阳”来比喻“善”，认为真理源起于“善”，就像光线源起于太阳一样。 
孔子与柏拉图都希望通过教育培养有利于国家统治的有志之士，一个培养“君子”，一个培养“哲

学王”，不同的是孔子以“仁”为追求的最高理想，柏拉图以“善”发现追求灵魂中最大的美德。 

4. 两圣教育对象的异同 

朱自清说：“首先，孔子是第一个开门授徒发扬光大那非农非工非商非官的‘士’的阶级的人”[3]。
孔子在“仁”的基础上，提出“有教无类”的思想主张，他无疑是将学术民众化的第一人。孔子有言：

“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悔焉”(述而 7.7)。孔门弟子不分国别种类，据记载其弟子有鲁、齐、卫、晋、

蔡、秦、宋、陈、燕、楚等十一国。孔门弟子不论贵贱与贫富，有来自贵族的南宫敬叔等，也有出身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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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的颜回、子路、子张等，这表明孔子扩大了受教育的对象，使那些愿意学习的人，不论贫富，贵贱，

都可以享有平等的教育机会，打破了少数奴隶主对文化教育的垄断。孔门弟子不分资质高下，有“闻一

知十”的颜回，也有学识较低的高柴和曾参。孔子“有教无类”的思想，是教育对象上的一次伟大革命，

对之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和学术发展起着积极的促进作用。柏拉图认为神把公民分为三种等级：

第一等级是黄金等级，其本性为爱智，职业是统治者；第二等级是白银等级，其本性是爱荣誉者，其职

业为军人；第三等级是铁铜等级，其本性为享乐者，其职业是生产者。柏拉图根据这三个等级主张“精

英教育”，从一二等级中挑选出健康的儿童进行教育，再从中选出优秀的青年培养，最后把他们打造成

优秀的国家统治者。孔子和柏拉图都旨在通过教育培养有利于国家发展的人才。 
柏拉图提出的“精英教育”剥夺了平民受教育的权利，孔子的“有教无类”显然更胜一筹，孔子不

分高低贵贱兼收为弟子。然而在女子教育问题上，孔子略显不足。在《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上记载有

姓名者 77 人，几乎全是男性成年人。在《论语·泰伯篇》孔子说过周武王所夸赞的“十个治国良臣中有

一个妇女，实际上只能算九人而已”。或许孔子认为真正发挥辅佐武王较大的当是九位男性人才，改称

“九人而已”。孔子的教育“平等”是有局限的平等。而柏拉图认为“各种天赋才能同样分布于男女两

性，根据自然各种职务，不论男的女的都可以参加，只是总的来说，女的比男的弱一些罢了”[4]。柏拉

图男女平等的等级观念则使女子同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他认为不同天性的人从事不同的职业这一原则

女子一样适用，男女享有的权利应是平等的，主张给女子同样地培养和训练，并不因为性别而有所不同。

同样柏拉图在儿童教育观上比孔子更进一步。柏拉图重视儿童教育，认为“凡事开头最重要”[5]。因此

他主张取消家庭教育，实行儿童公育。 

5. 两圣教育内容的异同 

从《论语》记载，不难看出孔子是以培养文质彬彬的“君子”为主要目标的，其教学内容与其目标

相对应，注重文化教育，同时也注重道德教育的提高，提出“六艺”即注重培养礼、乐、射、御、书、

数和“四教”即文、行、忠、信。“六艺”中“御、射”应该归入体育或军事体育课程的范畴；“书”

属于社会科学文科课程；“数”属于自然科学理科课程；“礼”则属于德育课程；“乐”属于美育课程。

在德、智、体、美诸课程中，孔子是主张德育优先的，“礼”用于维护各种人伦和道德规范；“乐”是

通过音乐、舞蹈、诗歌等艺术手段使学生从情感上接受道德的熏陶，所以“礼”与“乐”互为表里，“礼”

是“乐”的表现内容，“乐”是“礼”的表现形式。“礼”与“乐”相互配合，共同完成德育任务。

“四教”中孔子教育学生，阅读经典，行为规范，忠诚品格，守信操守。孔子要求学生“弟子入则孝，

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仁与礼”是道德教育的最高要求，“孝

与悌”是道德教育的基本准则，“泛爱众”是最终目的与归宿。孔子主张“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

青年人应该学诗，诗具有兴观群怨的功能，诗可以激发情志，使人积极有为；通过诗可以关注社会，

洞察社会；诗可以讥讽腐朽社会，释放批判精神。君子通过诗书礼艺等的学习，终成为一位德才兼备

的君子。 
柏拉图与孔子“六艺”相对有“七艺”概念，即文法、修辞、逻辑、算术、几何、天文、音乐。柏

拉图重视自然科学的培养，柏拉图教授“数”是除了在生活中实际运用，还是为了锻炼学生的心智，激

发他们对抽象、绝对、普遍的真理感兴趣。柏拉图创立的“阿加德米”学园的门口上写着“不懂几何者

勿入内”，足见其对几何的重视程度，学习几何可以更好的理解世界的实质。柏拉图是最早注重和谐教

育发展的，为了培养优秀的国家人才，注重身体和心灵的和谐发展，把音乐教育与体育教育作为教育伦

理的基础。音乐陶冶心灵，体育锻炼身体，对于准备成为军人的儿童来说，音乐教育和体育训练是要相

互配合的，那些专门搞体育锻炼的人往往过于粗暴，而那些专搞音乐的人往往又过于柔弱[6]。只有把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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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体育相结合，调节养成良好的习惯。柏拉图的教育不在于教授人们技艺，而是主张从童年起就要受到

艺术作品的熏陶，在不知不觉中与优美理智结合在一起，培养人们完美的人格，追求善的理念。音乐教

育与体育教育共同发展，身体和心灵的达到和谐，如此培养高尚完美的人。 
因此二位在道德教育的目的是一致的。不同的是孔子兴诗，诗可以陶冶情志。孔子经过严格删选，

精心挑选出“韶误雅颂之音”的 305 首民间歌诗，构成《诗三百》[7]。与孔子“删诗”相对柏拉图“否

诗”，柏拉图否定诗，认为诗不现实，会扰乱人的心境，并且主张驱逐诗人。孔子尊重历史人物，重视

历史道德教育，而柏拉图对诗人文学家过分贬低，重“数”培养心智，激发对真理的兴趣，注重自然科

学，培养抽象思维。孔子注重“射”“御”，柏拉图则继承和发展了“斯巴达式”军事教育体系。 

6. 两圣教育方法的异同 

“因材施教”是教学经验的核心思想，虽然孔子并没有直接提出，但是孔子教人却各因其才。子路

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

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

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先进 11.22)。孔子对不同

的学生问同一个问题，做出绝然相反的回答，其根据就是“材”之不同。比如：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

有曰：“汝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若林放乎！”(八佾 3.6)。从中可

以看出冉有性格退缩、柔弱，因此孔子培养他果敢、激烈的性格。子路粗鲁，所以孔子抑制他，要他做

事依礼三思而后行。孔子通过“听其言而观其行”，“视甚听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这一系列细致

的了解，根据学生特点采用不同的方法。柏拉图同样注重因材施教，注重在不同阶段的学习。1) 在童年

到青少年时期，主要培养受教者自幼接受音乐和体育的陶冶，关注心灵，应学习适合他们的哲学功课。

2) 17 岁到 20 岁，这个阶段主要进行必要的体育锻炼，为研究哲学储备体力。3) 20 岁到 30 岁，进行第一

次选拔，挑选出经过刻苦锻炼，最能干的孩子，培养他们学习数学、天文、几何、音乐等学科教育。4) 30
岁到 35 岁，进行二次选拔，选出有天赋的青年用辩证法考试，凡通过考试的可以在用四年或者六年专心

致志学习辩证法。5) 35 岁到 50 岁，在实际工作中锻炼，在综合中考验他们的素质。6) 50 岁直至去世，

接受最后的考验，使他们最终达到“善”。柏拉图对人生的不同阶段赋予不同的使命，接受全面的教育，

直至选拔出最合格的人才。 
孔子认为“性相近，习相远”，人先天没多大差别，只是后天教育的作用起到关键作用。做到“不

愤不启，不悱不发；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述而 7.8)。学生“不愤”，教师就“不启”；学生

“不悱”，教师就“不发”；学生做不到举一反三，教师则“不复”。学生的学习情况即是教师教学的

前提条件。孔子提出的启发诱导教学方法，帮助学生打开知识的大门，在教学中注意培养学生的自觉性，

教师在博学的基础上循循善诱达到举一隅以三隅的目的。这就是孔子思想智慧的光芒，我们可以看到孔

子在施教时的循序渐进，更可以看到学生根据教师的“启”与“发”的成长性。孔子讲究“学”与“思”

结合，而柏拉图的思考在问答过程中进行。柏拉图的回忆说认为，人生前就有知识，只不过出生后忘记

了，通过启发使人回忆起这些被遗忘的知识。孔子要求学生善于发问且不耻下问，在善于发问的时师生

共同探讨，深化思想，达到“愤”与“启”“悱”与“发”的互动，对待问题由表及里，抓住本质，从

而达到思想的交锋。在《理想国》中一问一答对话式可以看出，柏拉图“精神接生术”引导学生找寻正

确答案。问答就是思考，思考的表现便是问答。问答作为一种口头表达形式，是一种常态的交流方式。

而师生之间的交流方式，便有重要的教育价值，二圣都采用传统的问答方式，或是师问生答，或者生问

师答，亦或是师生之间一问一答，都是老师与学生之间的讨论方式。柏拉图问答目的在于揭示一个真理，

问答的过程正是“认知”真理的不断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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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为政 2.15)，孔子在强调学的同时又强调思考的重要性，孔子认为

凡事都要认真思考，当掌握知识后，一定要进行分析思考，才能帮助消化理解。同时又言“吾尝终日不

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卫灵公 15.31)。整日不吃饭，不睡觉，用来思考却没有长进，

不如去学习[8]。他主张学生“多闻阙疑”，敢于发现问题，积极思考。极力反对那些“饱食终日，无所

用心”的人，赞扬颜渊好学，而严厉批评白天睡觉的宰予，称其为“朽木不可雕也”。孔子提倡学思并

重，同时也注重与实践结合。“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学而 1.1)。“习”从文字学角度看，就是“实

践练习”的意思[9]。孔子主张“学”与“习”结合，他是我国最早将“学”与“习”联系到一起的。孔

子揭示了“学”与“习”内在联系，即“学”是“习”的基础与前提，“习”是“学”的巩固与深化，

强调学习过程的知行合一，“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子路 13.5)。诵读诗虽然多，但不实践又有什么用呢？柏拉图受西方唯心主义思想的影响，认为理念世界

的知识是先验的，人在出生前就忘记了，通过启发，能使人“回忆”起这些被遗忘的知识。柏拉图的启

发不是为了传授现有的知识，而是在于唤醒人的记忆，唤起人的意识，促使他想起头脑中已经有的真理。

所以在实际教学中他更注重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以便能够受到启发回忆起被遗忘的真理。柏拉图也注

重学以致用，主张把知识运用到生活实践当中。柏拉图在人生阶段分工中，35 岁到 50 岁，在实际工作

中锻炼，在综合中考验他们的素质。目的在于熟悉基层，接受考验。考验又包括三个方面：伦理考验，

恫吓考验和乐逸考验。经过实践与学习的结合，培养有利于国家政治的人才。 
孔子在主张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学思并重，身体力行的教育哲学方法论的同时，“博约相依”是

其教育方法的又一特色。他提出“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雍也 6.27)。他主张学生博学多闻，知识面

要开阔，这样才能适应社会，在多听多看多见的同时，为防止杂乱无章，孔子提出必须有一个中心加以

统领，揭示了一个深刻的道理，知识与知识之间是有密切联系的，那广博的知识犹如散落的珠子，“约

之以礼”用一根线串起来才能系统的掌握。而柏拉图在教育上提出的又一创新方案，指出那些年满 50 岁，

在实际工作和知识学习的一切方面都以优异成绩通过考试的人必须接受最后的考验，他们在剩下的岁月

里还得用大部分时间来研究哲学，直至培养出像他们那样的继承者……可以辞去职务，进入乐土时为止。

孔子虽未明确提出终身教育，但他却是身体力行“活到老，学到老”。 

7. 结论 

孔子与柏拉图虽然距今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是两位先哲留下的教育思想仍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对

现在的教学实践有很大的现实意义，给予我们很多教学借鉴。两圣作为东西方文明代表人物，奠定了中

西方教育的基础，二人虽然相隔万里，但是教育观念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比较两圣先哲的教育思想，

有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西方思想文化，对我们当代的教师教育富有深刻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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