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敏而好學，不恥下問。 

 
 
 
 
出處與釋義 

上面的經典名句，出自《論語‧公冶長》，目的是勉勵學

生勤勉好學，敢於發問。 

「敏」，聰明敏悟。「不恥」，不以為恥。「下」，指地位、

身份或知識不如自己的人。 

全句的意思是：天資聰敏而好學，謙虛地向地位、才學

不如自己的人請教而不會認為是羞恥。 

 
 
體悟與應用 

「敏而好學，不恥下問」是孔子治學的一大竅門。 

聰敏的人也好，愚笨的人也好，都要通過學習，才能獲

得知識，分別只在於領悟的先後而已。正如龜兔賽跑故事中，

兔子跑得快，烏龜跑得慢，但兔子驕傲輕敵，反而被烏龜超

過了。學習也是一樣，聰明人肯努力學習，固然事半功倍；

聰明而不肯努力學習，那就只會把天賦白白浪費。因此，學

習是否具成效，並非完全決定於人的智能，而是「好學」與

否。所謂「好學」，指的是學習的主動性、自發性和積極性。

一個人具備好學的態度，必定能學有進境。 

另一方面，我們學習上經常會遇到困難，單憑一己之力

難以把眾多問題一一破解。在困惑當中，總是拉不下「面子」，

放不下「架子」，寧願不懂裝懂，也不肯低聲下氣，請教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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弄個明白，這是學習上的最大障礙。「不恥下問」就是遇到不

懂的問題，不僅能向長輩和老師請教，還能向比自己年齡小、

學歷低、地位低的人學習請教，這是一種虛心求教的學習態

度。所謂「學無前後，達者為師」，我們只要秉持「敏而好學，

不恥下問」的學習精神，互相學習，取長補短，學問自能不

斷提高。 

故此，我們在求學的道路上，不要自恃聰明，也不要自

視過高；放下驕傲與虛榮，勤奮力學，虛心請教，才是正確

的學習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