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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与政策 1． 文教政策：重文轻武，尊孔崇儒，提倡佛道

，促进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三次兴学（背景：重科举，学校

教育不振）： 1）庆历兴学、范仲淹和胡瑗“苏湖教法”；

来源：www.examda.com 2）熙宁、元丰兴学与王安石 3）崇宁

兴学 2． 学校制度 1） 官学：中央官学：国子监，太学，各

专门学（律学、算学、书学、画学、医学、武学）地方官学

（发达）：州学，县学，设各路提举学事司，三舍法，拨学

田，保障经费 2） 私学：书院制度：起源，六大书院：白鹿

洞，石鼓，应天府，嵩阳，岳麓，茅山。 书院的组织：山长

，洞主，副山长，副讲 经费：私人捐赠和官府拨给院田，膳

食教材免费 教学：教学研究并重，讲会制度，开放自由听讲

，学生自学钻研，问难辩论教学方式，讲义，笔记（语录）

，师生关系（德、知并行地影响） 教规：书院教学的总方针

，教学的方向、方法和程序。《白鹿洞书院揭示》。（书院

中的官私关系的演变，如元代的书院官学化） 3． 科举制度 

罢察举，重科举：取士名额增加，科举及第后待遇从优；经

义，诗赋并用；强诵博记，空疏无用的学风未变。定三年一

大举，考试制度更严格，糊名誊录，确立殿试制度。 作用和

影响：巩固中央集权统治，控制思想，消除社会动乱的因素

。教育成为科举附庸，教育目的被功利性异化，表现了科举

制度的腐朽性。 元代：定四书五经，尊孔，尊崇理学，使其

成为元代之后的官方通知思想，对书院进行控制，使其官学



化。 （二） 思想 1． 朱熹：理学教育思想《四书集注》，《

近思录》，《小学》 背景特点：“理”的一元论客观唯心主

义 主要观点：1）教育作用：明人伦，存天理、灭人欲，人

心到道心，复性。教育目标：圣人、贤人、和中人，封建伦

理纲常的道德教育。2）教学内容：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

之分。3）教学原则：教有成法；居敬穷理，学思力行，因材

施教，循序渐进，强调主观努力。4）朱子读书法：6条：循

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己体察，著紧用力，居敬

持志。是关于读书方法论述的概括和总结，集中体现了他的

读书论和读书经验，是古代学者论述读书最充分、最系统的

、具有经验总结意义，对后来的封建教育实践具有很大影响

，至今仍具参考价值。但也有局限：1）书主要为维护封建统

治道德教育方面的圣贤书，2）不注意书本知识与实际调查或

实践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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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