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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织管理和教育教学上的特点。 答：唐末宋初，官学衰落

，士人失学，在理学教育思潮的推动下，传统的私人讲学得

到发展，为此出现了一种高于蒙学的高级的教育组织形式即

宋代的精舍和书院。书院源于唐末，兴盛于宋。它以私人创

办和主持为主，将图书的收藏和校对、教学与研究合为一体

，是相对独立于官学之外的民间性学术研究和教育机构。在

宋元明清诸朝，书院逐步发展成为官学之外最主要的综合性

教育研究组织形式。书院教育的存在，弥补了封建官学的不

足，填补了许多学术文化研究领域的空白。 书院在组织管理

上有以下特点：机构简单，管理人员少，学生也参与管理；

课程设置灵活，不同书院有不同安排，重平时考核；学规严

密、师生共同遵守；经费自主；重视自己的特色。 书院在教

育教学上有以下特点：既是教育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究机

构；允许不同学派讲学；入学不受地域限制；教学注重讲明

义理，躬行实践，多采用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学生思维，

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 

书院与汉代太学的区别： a、培养目标不同。书院办学的目标

是要求弟子学做人，追求封建人格之完善，官学则是以科举

入仕为主要目的。 b、自由讲学。每一学派大师主持的书院

往往是该学派的学术研究和教育活动基地。 c、学生可以自由

择师入学，不受籍贯的限制。 d、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

主，以答疑形式进行教学。 e、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没



有固定的形式和组织。 2、述评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

思想。 答：张之洞是我国清末著名的洋务派教育家，他的基

本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个思想集中反映

在《劝学篇》中。 所谓“中学”也叫旧学，指的是封建的典

章制度，伦理道德，中国的经史之学，孔孟之道。在为体的

中学中，他基本的主张，在于“明纲”。为了明纲，他特别

强调读经的重要意义。读经的目的在于以三纲五常封建伦理

道德加强学生的思想训练。所谓“西学”，张之洞归纳为“

西政”和“西艺”两方面，并认为“西政之刑狱，立法最善

。”关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他强调“中学”是根

本，“西学”是末节，“中学”为主，“西学”是从。只有

在通“中学”的基础上，才能学“西学”。讲“西学”，必

先通“中学”；而要存“中学”，又不得不讲“西学”。 “

中体西用”的思想，在当时有促进改革的一面，也有阻碍教

育沿着资本主义方向前进的一面。从哲学和方法论角度来看

，“中体西用”思想是形而上学的。 第一，“中学为体，西

学为用”思想，对教育的影响是深远的，涉及到教育领域的

各个方面。“中体西用”思想，一直支配着晚清教育。在“

中体西用”思想的指导下，创立和发展近代学校教育，改革

了传统教育只重儒学的教育内容，增加了自然科学知识，发

展了中国近代科学技术教育，培养了中国第一批不同于封建

士大夫的一代新人，对中国教育的发展无疑起到了促进作用

。 第二“中体西用”仍坚持维护封建专制制度和三纲五常等

伦理道德，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对立面，阻碍维新运动的

发展。 第三，从哲学和方法论角度来看，“中体西用”思想

是形而上学的。严复对“中体西用”的批驳说明了这一问题



。“中学有中学之体用，西学有西学之体用，分之则两立，

合之两亡。”；“中体西用”是“西法之虚声，而沿中土之

实弊。”深刻地揭露了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错

误实质。 3、简述颜之推的家庭教育思想。 答：南北朝时期

的颜之推著有我国封建社会第一部系统完善的家庭教科书《

颜氏家训》，是士大夫家庭教育的杰出代表。其家庭教育主

要教育思想有： (1)、家庭教育应及早进行，越早越好，甚至

从胎教开始。 (2)、家庭教育的关键是父母，因此父母的行为

和教育方法对子女的成长影响很大。 (3)、对子女不可“无教

而有爱”，强调教子要严，反对溺爱偏爱。为了教育好孩子

，训督乃至体罚是需要的。 (4)、注意环境习染对子女的影响

。环境影响包括周围环境和长辈的风范。 (5)、注重家庭教育

中对子女技艺的教育。指出父母对儿童学习正确的语言负有

重要的责任。 (6)、最后还提出要教育子女有远大志向，要勤

奋努力。 4、简述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答：蔡元培，中华民

国首任教育总长，辛亥革命时期教育家的杰出代表。他的教

育思想和理论，为我国近代资产阶级教育的发展，奠定了理

论基础，为近代中国教育开辟了一个新的时代。其教育思想

主要体现在： (1)、论“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1912年，蔡

元培发表《对于教育方针之意见》，提出了军国民教育、实

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五育并

举的教育方针。关于普通教育的宗旨，他定为：养成健全的

人格，发展共和的精神。认为健全的人格必须德、智、体、

美和谐发展。 (2)、以“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

为改革方针，对北京大学进行全面改革。 (3)、认为教育应当

独立，提出教育独立于政党与教会之外的主张。 (4)、倡导“



尚自然”、“展个性”，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倡发挥儿童个

性。 5、教育的起源与学校产生的基本原因。 教育起源于原

始社会的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的需要及人类自身身心发展的

需要。原始社会教育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劳动教育、生活习

俗教育、原始宗教教育、原始艺术教育、体格和军事训练等

。 原始社会的教育处于自然形态，没有专门的组织形式，没

有阶级性，没有从生产劳动和“原始礼仪”中分离出来，没

有文字与书本，主要是通过语言、口耳相传和行动模仿进行

的。 我国的学校萌芽于原始社会末期或奴隶社会初期。由于

青铜器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劳动生产有了剩余

，贫富差别、脑力劳动分工初步出现，学校产生的社会物质

条件大致具备；社会事务日渐复杂，需要专门人员进行管理

；文字的产生为日益繁复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的积累创造

了有利的条件，同时也造成了产生学校的现实需要。 6、夏

、商、西周官学的基本特点。 夏代是奴隶社会教育形成时期

，商代时得到进一步发展，至西周则达到鼎盛阶段。奴隶社

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了当时只有官学而没有私学，官

学机构与政治机构联系在一起，没有分离独立，历史上称这

种现象为“学在官府”。教师都由官吏兼任，亦即“官师合

一”。西周已建立两大系统的学校，即国学和乡学，国学分

为小学和大学两级。西周国学的教育内容包括德、行、艺、

仪四个方面，而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为基本内

容。 7、汉代太学的特点。 公元前136年，汉武帝废除了诸子

各家博士，专设《诗》、《书》、《礼》、《易》、《春秋

》等五经博士，这是中国历史上“独尊儒术”的标志。公元

前124年，丞相公孙弘奏请为五经博士设立博士弟子，标志着



中国历史上第一所太学的诞生。博士，即是太学的教师。博

士弟子，即是太学的学生。太学教育的基本特点： a、为国家

培养“经明行修”的官吏。“经明行修”是对官吏才能和道

德的要求。即必须通晓一种或两种经书，并具备“三纲五常

”的德行。“三纲”的内涵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

妻纲”；“五常”即仁、义、礼、智、信等五种道德观念。

b、御定统一的教材。儒家经典“五经”---《诗》、《书》、

《礼》、《易》、《春秋》是太学法定的教材。 c、传经必须

遵守“师法”和“家法”。 d、建立的定期的考试制度。太

学首创一岁一试的制度。“设科射策”，分甲科、乙科两种

程度命题，进行抽签考试，按成绩等第，分别授予不同的官

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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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