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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4_B8_93_E4_c73_113026.htm 1.原始社会的教育有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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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考试大 100Test 下载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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