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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哪些特点？ 答：原始社会教育表现出与以店阶级社会教育

迥然不同的一些特点：①教育的社会性和无阶级性。原始社

会的集体生产与集体生活，决定了其教育也是集体的、公共

的、社会性的活动，没有阶级的界限。 ②教育不是专内的社

会活动。原始社会的教育尚未从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

，它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实践来进行。③

教育以口耳相传和观察模仿为主要手段，因为原始社会文字

尚未出现，也没有专门的教学场所和教师，当时教育手段极

为简陋，主要是口耳相传、观察模仿。 2．春秋战国私学的

兴起有何意义？ 答：春秋战国时期的私学兴起，是中国教育

史上的划时代的革命：①它冲破了"正教合一"的枷锁，教育

从政治活动中分离出来。完成了学校教育独立化的过程。②

教师不再是官吏，而成为以教育人为谋生之道的专业化的教

育工作者。③扩大了教育对象，使受教育的范围由少数贵族

扩大到广大平民，教育的社会基础更为广阔。④有利于教育

经验的积累和教育理论的形成，出现了以（学记）为代表的

一批教育专著。 3．简述孔子"有教无类"的教育主张。 答："

有教无类"是孔子的办学方针，它规定了孔子办私学的教育对

象，其基本含义是，不分华夷，无别贵贱，扩大受教育的对

象，使那些愿意学习而在学力、经济条件和时间上又允许的

人，都可有受教育的权力和机会。这一教育主张顺应了社会

历史进步潮流，打破了少数奴隶主贵族对文化教育的垄断。



扩大了受教育的范围，符合教育事业的发展趋势。 4．评析

孔子"学而优则仕"的教育主张。 答："学而优则仕"是孔子的学

生子夏提出来的，但它在理论上集中地概括了孔子的教育目

的。其基本含义是主张把官职与学习紧密联系起来，有官职

的人应该是受：过教育并继续学习的人，受过教育的人应该

得到一定的官职，教育就是要培养能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 "

学而优则仕"教育目的论的提出，在当时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

：①反对不学而仕的世袭制，为平民开拓了从政的道路；②

把学优与仕优联系起来，以学优保证仕优，有利于推行贤人

治邦，改良社会政治。但是，这一教育目的论对中国古代教

育也产生了一些消极影响；①过于突出教育的政治功能，忽

视了教育的经济功能，强化了中国"官本位"的传统观念；②

以名利为诱饵，使中国知识分子从一入学读书始，就产生严

重的功名意识，形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二心只读圣贤书"的

传统观念。 5．孟子关于教育的作用有哪些论述？ 答：盂子

从"施仁政"的政治主张和"性善论"出发，高度重视教育的社会

作用与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J他认为教育的社会作用是"得民

心"。"得民心"是"仁政"的关键，而教育是"得民心"的最有效措

施。他认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求放心"。他指出每

个人虽然先天具有四个善端，但在后天的环境里，由于外物

的诱惑与自身努力的不够，可能会失掉或摒弃这些善端。教

育的作用就在于找回散失的本性，保存和发扬天赋的善端。

6．颇之推关于旱期教育有哪些论述？ 答：魏晋南北朝教育

家颜之推极其重视早期教育，他认为家庭教育应从胎教开始

，纵然做不到胎教，也要及早从幼儿教起。他之所以极力倡

导早期教育，主要是认为：①幼儿时期是教育的最佳时期。



他从幼儿期与成年期的教育效果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幼

儿期心理单纯，精力旺盛，求知欲强。是学习的最佳时期；

②幼儿期心理尚未定型，可塑性很大；是教育的关键时期。

7．评述隋唐科举制度的产生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影响。 答：

隋代为了强化中央集权制和选拔优秀人才补充官吏队伍，逐

渐以分科举人取代了九品中正制度。科举制度产生了隋炀帝

大业二年（公元606年），其主要特点是面向全社会公开考试

，录取标准专凭试卷成绩，专重资才，而不是由地方察举。

唐承隋制，进一步从考试程序、科目和方法等方面完善了科

学制度，使之在人才选拔以至国家政治生活中占居越来越重

要地位。隋唐科举制度的实行，对学校教育产生极为深刻的

影响。一方面，由于选才与育才标准的统一；科举制度促进

了当时学校教育的发展：①由于通过科举可以取得功名，而

进学读书又是参加科举的前提，这就引起社会各阶层对学校

教育的重视；②科举考试主要是以儒家经典为内容，这对于

学校教育教学内容的统一和标准的一致，也具有积极意义；

③科举科目中有明法、明算、童子、武举等，促进了当时专

科教育、英才儿童教育及文武兼备教育的发展。另一方面，

科举又使学校教育成为其附庸，对学校教育产生消极影响：

①科举考试的内容局限于几部儒家经典，造成学校教育内容

脱离社会现实，空疏无用；②科举考试的方法僵化、呆板。

又使得学校的教学重记诵不求义理，充满教条主义、形式主

义的恶习；③科举考试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件事紧密联系

起来，使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等人生哲学支配了

学校教育，使学校成为声利之场，严重影响着一般知识分子

的 思想 。转贴于 265考试网 http://www.265ks.com 8．评析韩



愈《师说》关于教师的论述。 答：唐代教育家韩愈以继承和

保卫儒家道统为己任，十分重视教师问题。写下了著名的《

师说》。《师说》的基本精神就在于"存师卫道"。它从师与

道、道与业、师与生等各方面系统地论述了教师问题。提出

了卓越的见解。其主要见解：①关于教师的作用与地位。韩

愈从"存师卫道"的角度阐述了教师的独特功能，他认为师是"

传道"的，儒家的道统是封建社会的精神支往。而道要靠教师

来传递，传道须有师。卫道必须先尊师，师与道是密切结合

、不可分离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②关于教师的基本

任务，韩愈作了经典性地表述，即"师者，所以传道、授业、

解惑也。"他认为教师的三大任务为：传递儒家道统，传授古

文六艺之业，解决学生在学习道与业过程中存在的困惑；③

关于教师的 资格 。韩愈认为教师的选择，不应受年龄、地位

、资格等限制，主要是用道与业来衡量。谁先有"道"，谁在

术业上有专攻，谁就能成为教师；④关于师与生的关系。韩

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命题，含有"

能者为师"和"教学相长"的意思，确立了新型的师生关系。总

之，韩愈的（师说）在中国教育史上有系统，有创见地阐述

了教师问题，是一份宝贵的历史遗产。 9．北宋的三次兴学

运动有哪些主要内容？ 答：北宋仁宗以后，为了振兴官学，

改革科举，曾有"三次兴学"之举。北宋第一次兴学，是范仲

淹主持的庆历兴学。兴学内容主要有三：①令州县立学；②

改革科举考试内容，罢帖经墨义，着重策论；③改革大学。

北宋第二这兴学，是王安石主持的熙宁、元丰兴学，主要内

容是：①改革大学，创立"三舍法"；②整顿地方学校；③颁

定（三经新义）；④设置专门学校；⑤改革科举制度。北宋



第三次兴学，是蔡京主持的崇宁兴学，其主要内容为扩充地

方官学，续增州县学生，添置算学、书学、画学，使学制更

为完备。 10．宋代书院制度的产生及其教学特点述评。 答：

书院是我国古代一种重要的教育组织形式，它的名称始于唐

代，但只是校刊、收藏经籍的场所。书院作为一种教学机关

，是从北宋开始的。由于北宋初期官学荒废。士子无求学场

所，宋代理学的传扑也需要有其自身的场所，加之佛教祥林

讲学制度的影响，作为教学组织的书院便应运而生。宋代书

院有私办、官办和私办公助等多种形式，初期组织比较简易

，主持人亦是教学者，通常称为山长，亦有称洞主、院长、

堂长。书院的讲学多力求通义理，而不是参加科举，因而在

教学上形成与官学不同的显著特点：①书院既是教学机关，

也是学术研究机关。教学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是书院最显

著的特点；②书院建立了"讲会"制度，允许不同学术观点的

学者互相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为百家争鸣精神；③书院

教学以学生自学力主，在教学方法上，"多采用问难论辩式，

注意启发学生的思维，培养自学能力；④书院师生朝夕相处

，师生共同讨论，共同研究，感情深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