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孔子的终身教育思想对现代企业人才继续教育的启示 

文/商晓霞 

   终身教育作为一种国际教育思潮兴起得跟更晚。最初，大约形成与本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欧
洲。一九六五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成人教育促进委员会讨论了保罗·郎格朗关于终身教育的
提案，并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终身教育的原则。后来，郎格朗便担任了该组织的终身教育局
局长。一九七二年出版的国际教育发展委员会的《学会生存》的报告，统一用“终身教育”一词代
替“继续教育”、“中学以后教育”和“成长教育”，并赋予新的涵义。因此，我们现在所说的
“终身教育”无疑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在孔子的教育思想中，我们却可发现一些类似现代终
身教育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探讨。 
   孔子本人一生都在学习，这是他能产生终身教育思想的基础。他年轻时“入太庙，每事
问”，年长后“敏而好学，不耻下问”。他认为“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传说他曾问礼于老聃，问
乐于苌弘，学琴于师囊，学古代官制于郯子。他希望“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述
而》），说明他五十岁才钻研《易经》。他五十九岁在卫国，卫灵公问他关于军队列阵打仗之法，
他答到：“俎 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卫灵公》），可是到了他六十八
岁时，他的弟子冉有就从他那里学到了领兵打仗的本事，并率领鲁国军队大败齐军。可见，他晚年
还自学并讲授过军事学。他认为，在学习上最担心的是“学如不及，有恐失之” （《泰伯》）。
他七十多岁时，回顾自己一生的学习道路时说：“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
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踰矩（《为政》。”这句话，不仅指出了他自己的
成长过程及在各个年龄阶段达到的水平，而且还说明了，只有通过终身不断地学习和修养，才能不
断提高自己，最后达到“从心所欲”的理想境界。  
   笔者认为，上述由孔子教育思想对当今社会，以及成人教育工作的有几点启示： 
   1．树立教育服务于经济建设、教育服务于社会大众的理念 
   “庶、富、教”，是孔子论述教育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当今时代，世界已迈入21世纪。随着
经济全球化的到来，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将越来越取决于人力资源的开发，科技进步和
知识创新的水平。我们这样的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招有大量的劳动人力资源，如何与世界经济接
轨，抢占新世纪国际科技、经济竞争的制高点，很大的程度上将依赖于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和大批
高素质人才的成长。    
   “有教无类”，是孔子教育思想宝库中的划时代的经典，人人(含不同年龄的)都可以受教育
的思想蕴含着终身教育的思想萌芽，可归属于古典的终身教育思想。当今社会，随着知识经济的到
来，科技发展一日千里，市场经济干变万化，人才的需求也随之不断改变。人们普遍认为一次性教
育越来越满足不了工作及生活的需要，学习化社会和终身教育的观念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现代
终身教育思想的对象是一切生存于社会的人，强调的是教育应贯穿于人的一生，其理念是教育要在
每一个公民需要的时刻，以最好的方式为其提供必要的服务。  
   2．教育如何应对社会需求多样化，职业发展多样化的时代 
   成人教育对象是一切生存于社会，并有求知欲望的人，其结构情况远比普通学校教育对象复
杂，除了年龄层次多、跨度大、平均年龄高外，还有职业构成、原文化层次多样化等。随着社会的
发展，人们对知识的需求将趋于多样化，有需要提高学历的，有需要获得职业资格证书的，有需要
技能培训的……等等，各学所需。显而易见，成人教育教学过程中实施“因材施教”变得尤其重
要，具体体现在明确教育对象，明确教育手段，明确教育目标。我们应以办学的多层次、多形式，
教学方式的多样化，教学内容的丰富多彩，建立起成人学历教育、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等全方位的
成人教育体系，以应对社会对教育需求多样化，职业发展多样化的时代。 
   3．成人教育的教学法、学习方法及教育评价 
   孔子最先提出的启发式教学，在教学过程中强调启发、强调举一反三，重视调动学习者学习
的主动性、积极性。由于成人教育对象的特点，启发式教学更适合培养和调动成人学员的积极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启发式教学的核心是确认学习者是教学活动的主体，教师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各种
有效的形式唤起学生学习潜能，使教学活动成为是传播知识，更是培养素质的过程，启发式教学不
是指某一种固定的教学格式，而是贯穿于教学整个过程中的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 
      我们都知道：教育质量标准，从广义上是属于教育评价问题、是评价教师和管理工作的
成绩和效果问题。与世间一切事物一样，质量是成人教育的生命线，抓好质量是我们成人教育工作
者的头等重要工作。教学评价就涉及到以什么作为标准来衡量教育质量。由“学以致用”教学理

 



念，我们认为衡量成人教育质量高低的最终目标，应该是学员毕业后的实践，而不是应试教育体制
下的学员考试分数高低。教育质量的高低要看通过教育后，教育对象在社会实践中适应经济建设和
社会发展对他们的要求，教育对象能否将所学知识尽快转化为生产力，以及在发展和创造知识产品
方面贡献的大小(作者单位： 焦作大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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