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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與陶行知教育思想的比較 
 

 

胡少偉   
香港教育㈻院 

 
 

孔子是㆗國教育史㆖最為著㈴的教育家；而陶行知則是㆗國近現㈹傑出的教育家之㆒，要對㆗國古今教育思想

㈲所了解，認識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看來是頗基本的。本文嘗試在描述兩者生平的基礎㆖，以比較的方

法去分析兩者在教育主張、教㈻看法和教㈻哲㈻等㆔方面的異同，從㆗勾劃出㆗國古今主要的教育思想，並使

㆟對這兩位教育家的思想㈲較概括的認識。 

 
 

前言 

孔子(公元前 551-前 479 年)是中國教育史上最為著名的教育家。他的教育思想對中國古代教育的發展有極重要

的影響，被世人尊稱為萬世師表，亦是中國古代開創私人講學的教育家之一，其所建立的儒家學說自漢以後亦

成為中國歷代教育和文化的核心內容，要學習和了解中國教育的歷史，就不能不對孔子的教育思想有所了解。 

  陶行知(1891-1946)是中國近現代傑出的教育家之一，是五四運動以後具有影響力的人民教育家，他既批

判中國傳統的舊教育，亦反對洋化教育。他所建立的生活教育理論和實踐，不單體現了二十世紀初中國的國情

和時代特色，亦大大推動了近現代中國教育的改革和發展，是影響當今中國教育發展的主流思想。 

故此，要對中國古今教育思想有所了解，學習和認識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看來是最起碼的。此文嘗

試在描述兩者生平的基礎上，以比較的方法去分析兩者在教育主張、教學看法和教學哲學等三方面的異同，使

人對這兩位中國古今教育家的思想有較概括的了解。 

 

兩㆟生平 

孔子名丘，字仲尼，出生於春秋末期。孔子小時生活於當時文化中心的魯國，有“周禮盡在魯”的說法，這使

孔子從小就受到西周傳統文化的薰陶，崇拜和響往西周教育與文化。他雖自小便立志當官，好學不倦；惜仕途

不大順利。約於三十歲時，他看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故衝破學在官府的桎梏，投身興辦私學，實行“有

教無類”。孔子亦曾率領弟子到過周、齊兩國，一面了解民生和政治；一邊以隨問隨答方式講學，指出“學而

優則仕”，並提倡“仁”和“禮”作為做人和從政的道德標準。五十一歲的孔子回魯國作地方官，至五十六歲

升為代理宰相，政績裴然；但亦因此被迫下台。於是他又專注教學授徒，帶領弟子周游列國，漂泊了十三年，

及至六十八歲才返回魯國，自此以後便專心從事教育和整理古代文化典籍的工作。後世所流傳的《詩》、《書》、

《禮》、《樂》、《易》、《春秋》等六經；差不多都是經孔子搜集加工才得以保存。此外孔子一生學而不厭，誨人

不倦，有弟子三千多人。當中精通禮、樂、射、御、書、數六藝者有七十二人。而《論語》一書則是其弟子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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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的孔子言行錄，是研究孔子教育思想的主要資料。 

 陶行知，原名文濬，後改知行、行知。他小時受惠於教會學校，至 1914 年畢業於金陵大學後，赴美留學；他

初入伊利諾大學攻讀市政學，後轉入哥倫比亞大學研究教育，為杜威的中國學生之一。1917 年回國應聘於南京

高等師範學校，建議將“教授法”，改為“教學法”； 並於 1926 年起草了《中華教育改進社改造全國鄉村教

育宣言書》，提出了“教育必須下鄉，知識必須交給農民”。他身體力行，一年後創辦了曉庄試驗鄉村師範學校，

實踐“生活即教育”、“社會即學校”、“教學做合一”等教育主張。1932 年又於上海創辦了上海工學團，以

“工以養生，學以明生，團以保生”的宗旨來辦教育，除了鼓吹學科學外，亦創立了小先生制和“即知即傳”

的教育方法。抗日戰爭爆發後，他又於 1939 年在重慶，為難童創建育才學校以補償普及教育中的遺憾，提出培

養學生做“人中人”不做“人上人”；並提倡解放兒童的創作力。1946 年，他又建立重慶社會大學，提出新大

學之道：“在明大德、在親民、在止於人民之幸福。”從他一生推動教育普及的實踐中，可見陶行知先生確實

是中國現代史中最著名的人民教育家。 

 

教育主張的比較   

孔子和陶行知對教育有不少的主張，為了便於比較和分析，此文用教育哲學的角度將他們兩人的教育主張；歸

納於教育的定義、目的、內容和社會功能四個方面。 

  從表一中發現孔子和陶行知都視教育為治理社會國家的一個重要手段，孔子提出庶富教治國三步驟，指出

不教而殺謂之虐，肯定了教育對管治人民和國家的重要性；而陶行知則明確教育是為改造社會而設，他認為教

育人，能達至天下為公的社會。但在教育的目的方面，兩者都有不同的側重。孔子所提倡的仕而優則學，學而

優則仕，是一套士人教育觀，帶領了不少後世儒家學者以做官為個人學習目的；反之，陶行知因有受西方平等

文化的薰陶，加上面對日益衰落的中國社會，深感教育的目的是要讓所有受教育者能自主和明理，做自己和國

家的主人。 

 

表一：孔子和陶行知教育主張的比較 
 孔子 陶行知 

教育的定義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養子使作善也(論語

說文) 

生活教育是給生活以教育，用生活來教育，為生

活向前向上的需要而教育(1939，見《文集》，頁

694) 

 

 

教育的目的 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 

學也，祿在其中矣(論語 靈公) 

我們要教人，不但要教人知其然，而且要教人知

其所以然(1936，見《佚文》，頁 99) 

民主教育是教人做主人，做自己的主人，做國家

的主人(1945，見《文選》，頁 306) 

教育的內容 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論語述而) 

不學詩，無以言，不學禮，無以立(論語季氏) 

主張習六藝六經 

用活書、活用書、用書活(1935，見《文集》，頁

468) 

主張教育要學習科學、創造和民主 

 

教育的 

社會功能 

“不教而殺謂之虐”(論語堯國) 

提出“庶”、“富”、“教”治國三步驟(論語

子路篇) 

教育為改造社會而設，為教育社會人才而設

(1918，見《佚文》，頁 7) 

教育為公，以達到天下為公(1945，見《文選》，

頁 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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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教育內容方面，孔子因自小受周禮的薰陶，深感先賢古人的言行是榜樣，故主張以西周的六藝六經為

教育內容；而陶行知卻是一名積極反對傳統八股的教育行動家，其所提倡活用書，讓學習者學習科學、創造和

民主等都具備了創新的意義。最後，在教育定義方面，陶行知將杜威主張的教育即生活，改變為生活即教育；

指出生活決定了教育的環境，實際的生活是教育的中心，而教育的意義亦在於改善生活，其教育的定義與生活

緊密連繫；然而孔子的教育定義則只圍繞著教育的過程和目的，指出教育是一個學習的過程，並能使學習者得

到增值的效果。當中一個強調教育與環境的關係，而另一個視教育為一獨立完整的過程。總言之，孔子和陶行

知兩人的教育主張皆重視教育的功能和其目的性，然而在教育的定義和內容上，卻有所不同的側重。 

 

教㈻看法的異同 

在教學方面，孔子和陶行知都各有一套看法，當中孔子對教學的看法，為二千年來中國教師對教學的取向提供

一個基礎。 

 根據表二，孔子在教與學的主張至今仍為教育工作者所樂道；他所主張因材施教、有教無類、溫故知新、學

而時習之、不恥下問和學思合一等教與學的方法和態度，皆適用於現今的教學環境，這充分體現出孔子一生在

教學實踐的經驗和心得，是歷久常新的。而陶行知在教學方面的看法卻只側重與做的結合；他主張教學做合一，

指出如何做，則如何教，亦如何學。並提出以即知即傳的方法來推廣教育；他亦不屑偽知識，故倡導教人求真

學做真人。 

 至於孔子和陶行知對教師的取態，則有相近亦有相違之處。孔子倡導教師身教的重要，指出其身不正其令不

行；並提出教師要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而陶行知雖然要求教師要做改造社會的靈魂和教學生去學；但他卻突

顯出師生的平等，提出師生要共教、共學、共做和共生活。此外，有關學生學習的作用和成果方面，孔子和陶

行知亦有根本性的分歧。首先，孔子視人有高低之分，他期望學習者能透過教育獲得士人的道、德、仁、藝等

特質；並提出教育對過高和過低的人來說是無效的。但在陶行知的心目中，所有人皆可受教，無分彼此，而每

個人教育的成果是要人皆有民主和自治的能力，這與現代社會的基本需要是一致的。 

 最後，有關學校的看法，陶行知提出社會即學校，認為生活的環境亦是學與教的場所；這論點對當時中國教

育的不普及和教育資源不足，是有積極的意義的。而孔子在春秋時代亦看到西周的秩序盪而無存，官員已不能

把持教育，加上各地諸侯管治的需要，私學便隨之而起。事實上，孔子亦是推動中國古代私學發展的重要人物。

綜合以上四個方面，孔子和陶行知在教育的看法，基本上是異多於同，要分析個中的原因，看來要從更高的層

次比較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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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二：孔子和陶行知對教學看法的異同 

教學 孔子論語 陶行知 

教與學 

 

實踐因材施教 

有教無類(論語 靈公) 

學而時習之(論語學而) 

溫故而知新(論語為政) 

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論語為政)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論語子罕) 

教而好學，不 下問(論語公冶長) 

能近取譬(論語雍也) 

教學做合一(1927，見《文選》，頁 284) 

如何做，則如何教，亦如何學(1932，見《佚文》，

頁 75) 

即知即傳人，會的教人，不會的跟人學。不會教

人的不配受教育。(1935，見《文集》，頁 449) 

千教萬教，教人求真，千學萬學，學做真人。

(1946，見《文集》，頁 821) 

教師 學而不厭，誨人不倦(論語述而)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論

語子路) 

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

者而改之(論語述而) 

 

先生的責任不在教，而在教學，而在教學生學

(1919，見《文集》，頁 13) 

教師稱為指導員，不稱為教員，指導學生教學做，

與學生共教、共學、共做、共生活(1926，見《文

選》、頁 281) 

鄉村教師做改造鄉村生活的靈魂(1926，見《文

選》，頁 277) 

學生 唯上智與下愚不移(論語陽貨) 

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論語述而) 

 

要教學生為民主的小學生(1946，見《文集》，頁

819) 

想有能夠共同的自治的公民，必先有能夠共同自

治的學生(1919，見《文集》，頁 19) 

學校 天子失官，學在四夷(左傳昭公十七年) 社會即學校(1932，見《佚文》，頁 76) 

 

 

教育哲㈻的分歧 

要分析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思想不同的原因，要再深一層比較兩人的教育哲學觀(詳見表三)。首先孔子和陶行

知對社會的看法是有根本上的不同的，孔子的理想社會是一個天下有道的社會，各人皆尊仁重禮；而社會的本

質是一個差序的格局，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每個人皆有其定位，而應安份守己。但陶行知卻認為社會本

質是變動及不可測的，其心中理想的社會，是一個大眾皆有幸福的社會；表面上，他好像與孔子倡導天下為公

的理念是一致的，但本質上他倆對人是否生而平等有不同的取態，這不單突顯出中西價值的分別，亦體現出人

類發展的成果。 

 

表三：比較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哲學 

教育哲學 孔子 陶行知 

理想社會 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論語禮運) 

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論語季氏) 

大學之道在明大德、在親大眾，在止於大眾之幸福

(1946，見《文集》，頁 538) 

社會本質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顏淵) 

 

宇宙是在動，世界是在動，人生是在動(1934，見

《文集》，頁 407) 

知識論 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是知也(論語為政)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論語

重氏) 

知為行之始，行為知之成(1932，佚文，頁 75) 

去與取，只問適不適，不問新與舊(1922，見《文

選》，頁 275) 

故欲求常新之道，必先去舊之方，試驗著，去舊之

方也(1919，見《文選》，頁 271) 

價值觀 天下有道則仕，無道則隱(論語泰伯) 

不義而富其且貴，於我如浮雲(論語述而) 

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論語里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顏淵) 

沒有道德的人，學問和本領愈大，就能為非作惡愈

大(1942，見《文集》，頁 723) 

也只有肯跟老百姓學習的人，才能做老百姓的真正

領導者(1946，見《文集》，頁 8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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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於知識論方面，孔子認為知識是客觀存在的，假若人對某事認識了便是知，而知的方法是從古籍和思考

中得到的；新知識是孔子沒有考慮的課題。而陶行知的知識論正如他的名字行知，體現了知識和行動的結合，

知識、實踐、新知識、再實踐是不斷累進的過程，當中他亦提出知識有新與舊和適與不適之分，這亦奠定了他

敢於否定老師杜威所提出教學即生活的主張，而創建提出適合當時中國社會的“生活即教育”理論。在價值觀

方面，孔子就個人高度提出了豐富的人本主義的價值準則，包括有修身自省、推己及人、重義輕利等高尚品格；

而陶行知則以社會為出發點，主張以平民大眾的標準為準則，合乎大眾群體的規範便是有價值的人。 

  從上文可見，孔子和陶行知的教育哲學基本上是南轅北轍，是完全不同的。孔子的教育哲學整體上類近精

華主義的取向，提倡應以古為鑑，學禮習仁以求仕的教育觀。而陶行知則較似重建主義的取向，認為透過教育

與人和社會兩者的亙動，使中華民族成為一個教人好學的民族，去創建一個中國人民大眾的新社會。 

 

總結 

孔子和陶行知都是生活於一個動盪的中國社會環境。孔子在面對春秋時代各地諸候挾天子以令諸候的狀況，他

提倡仿古習周禮以重建社會秩序，這一方面推動了私學在中國的施行，另一方面又促進了百家爭鳴的學術風氣，

但卻又無意間建立了影響中國二千多年的儒家文化，使教育成為歷代君王選士治民的工具。陶行知活在清末民

初，整個社會既動盪又混亂，在去封建立新風和西風東來的年代，他一方面極力反對傳統腐敗的文化，另一方

面亦反對洋八股的引入。他所與時代脈搏息息相關的教育試驗，創建了一套生活即教育的理論，既有中國的特

色，又推動了全民教育觀的建立，他那種以教育人民，去改造社會的觀念，至今仍適合當代的中國教育。最後，

孔子和陶知行的教育思想的不同，反映了他們受身處的社會人文環境所影響，而他們在中國古今社會的教育事

業所作的貢獻是廣受認同的。 

 此文曾於 22-1-2000 在香港大學比較教育研究中心舉行的「邁向比較教育研究會」中發表。 

  註：為使各讀者直接了解孔子與陶行知兩人的教育思想，各表列的內容皆直接引述兩人原文，當中有關陶

行知觀點的年份是陶原文出處的年份。而所引述的文章則來自下列之書本 

1. 見文集為《陶行知文集》 

2. 見佚文為《陶行知佚文集》 

3. 見文選為《中國現代教育文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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