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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说》与韩愈的师道观

◎于丽波

韩愈是我国古代非常著名的文学家、

教育家，他继承了孔子的儒家思想，尤

其是韩愈对师道观、教育教学理论的理

解，更是对孔子思想的发扬。同时，他

也有自己的突破与创新。《师说》是我

们所熟知的韩愈的一篇杰出代表作，具

有非常大的社会价值和意义，对于我们

今天正确认识师道观念，更好地营造学

习氛围，培养学生正确的认识和态度，

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的师道观以及教育教学观念等，都

是对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思想的继承和发

扬，同时也有自己的理解与突破，其中韩

愈的著名代表作《师说》就是其集中体现，

他从师和道、道和业、师和生等各方面，

提出了卓越的见解，在当时教育教学方面

都起到了积极地促进作用，更是为今天教

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一、孔子的师道观

孔子是古今中外著名的教育家，他

是我们中华民族几千年文化的历史渊源，

他提出了很多最具有价值的教育教学观

念，包括师道观，给后人树立了典范、

开辟了道路，后人对于教师的认识都是

在孔子观点的基础上进行继承和发扬的，

进而有所创新和突破的。孔子的师道观

可以说是渊源、是始祖，因此我们有必

要重温经典。

孔子的教育教学观念不仅对学生学习

提出了严格的要求，更是对教师为人师表

的规范：教师应该不断地提高自己，掌握

广博的知识，提升自身的道德修养，所谓

活到老学到老；对待学生要有爱心和耐心；

教师要做到温故而知新，对于以往教过的

课程进行反思，从中获得体会和感悟，为

下次的讲授积累经验；教师要注重言传身

教；爱护学生的自尊心，积极鼓励学生思

考问题，激发他们的进取精神；师生之间

是教学相长的关系，在教和学中二者共同

进步。

二、韩愈的师道观

韩愈的师道观、教育教学思想很大程

度上受到孔子教育观念的影响，然而在继

承和发扬之中又有所突破和创新。《师说》

这一篇文章最能集中体现出韩愈的师道理

论以及教育教学观念，它是中国教育史上

首篇专门讲述教师行为的名作，它从师和

道、道和业、师和生等各方面阐述了有关

教师的问题，见解非常的独到。

（一）师和道

孔子云“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

早已提出了学习对于一个教师的重要性，

而韩愈则更加明晰地论述了我们为什么要

向老师学习。每个人都会有他的优缺点，

他身上必然有我们可以学习的知识。所以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成为我们的老师。就像

《师说》中“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

和道是密不可分的，这就俨然形成了韩愈

独特的师道观。韩愈是把“道”作为择师

的标准，学生是学习老师传授的知识，也

就是“道”，而和老师的门第、出身、年龄、

相貌等如何没有关系，和老师掌握的“道”

有很大关系。

（二）道和业

韩愈的教育教学思想和师道观念深

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可以说是承袭儒家而

来，然而韩愈对儒家师道的理解可谓更为

深刻，更能明确地体现出教师传道、授业、

解惑的作用。所以在韩愈眼中认为教师的

首要任务是传授知识，并在学生遇到问题

和困难时，帮助学生解决疑问的。

（三）师和生

师生关系一直是很多学者和教育家

都一直在探讨与研究的问题，颇受社会人

士的关注。韩愈认为一个人没有固定的老

师，可以向比自己知识渊博的人学习，也

可以向不如自己的人学习，要敢于不耻下

问。这就说明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地位是平

等的，教师也有可能在某方面不如学生，

教师和学生之间是在教和学当中相互促进

的，这就是所谓的教学相长。

传统的教育把师生关系视为主客关

系，以教师为中心，教师一个人垄断课堂，

学生没有发挥自我才能的机会，更是没有

与教师交流和讨论的机会，教师只是机械

地向学生灌输知识，不在意学生掌握得如

何，不在乎学生的兴趣、爱好、身心发展

特点。而韩愈对师生关系的见解和观念是

非常独到的。可见其先见之明，为今天新

课改的浪潮，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是

其发展的奠基石。

三、对韩愈师道观的态度

虽然韩愈的师道观念是继承儒家思

想——孔子的言论主张而来，但是韩愈

在近千年的教育发展结果之下，更为具

体地提出了老师的重要性。他提倡尊师

重道，主张建立新型和平民主的师生关

系，在当时社会上产生很大的影响，改

变了以往的不良风气。而《师说》起到

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对今后世代教育者

的影响颇为深刻，一些教育思想都是对

他思想的继承和创新。

当然，韩愈的教育教学理论也存在着

一些缺陷，譬如他提倡师道仍然是为了维

护中央集权，维护儒家思想的地位，这就

有了一些局限性。不过总体来说，韩愈的

《师说》仍是一篇精湛的教育文献，他在

继承和发扬孔子的儒家思想的同时，又有

重大的突破和创新，尤其是他提出的教育

教学思想更是经典的论断。

这些独到的见解，不但极大限度地丰

富了我国古代教育思想，而且对我们今天

教师的责任职责、教书与育人、教师与学

生之间的关系，无不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

和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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