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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为儒家主要经典《论语》、《孟子》、《大学》、《中庸

》；五经为儒家经书《诗》、《书》、《礼》、《易》、《

春秋》。 2、西周形成“学在官府”，“官守学业”的局面

，政教一体，官师合一，以“明人伦”为教育宗旨，培养治

术人才。 3、春秋时期齐国创建的著名高等学府“稷下学宫

”，实行教学、研究与咨议相结合。其学则《弟子职》是中

国教育史上第一个学生守则。 4、《史籀篇》是著录于史册

的最早的蒙学教材。 5、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始于1872年，最

早提出建议的是容闳。 6、1877年，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于上海

举行了第一次传教士大会，各教派联合组成了“学校教科书

委员会”，负责为教会学校编写、出版教科书，并规定以宣

扬基督教为编写的“最重要”原则。1890年，在华基督教传

教士又在上海举行了第二次大会，并进一步明确议订传教士

利用教育作为侵略工具的重点。这次大会将“学校教科书委

员会”改组为“中华教育会”。 7、古代官学名称： 商代：

序、庠、学、瞽宗 西周：国学(辟雍、泮宫)和乡学(塾、庠、

序、校) 汉代：太学(鸿都门学、宫邸学、邸第学)、地方官

学(郡国学) 隋唐：儒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专科学校(

律学、算学、书学、崇玄学、医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

学、工艺学)、地方官学(府学、州学、县学) 宋元明清：中央

官学(国子学、太学、四门学、武学、画学、回回国子学、四

译馆、俄罗斯学堂)、地方官学(府学、州学、军学、监学、



县学、社学、卫学)。 (社学：古代地方官学的一种。元代首

创，各县村庄一般50家为一社，每社立学校一所。择通晓经

书者为师，利用农闲空隙时间，使子弟入学。明承元制，农

村普设社学。) 古代私学名称：高等私学(精舍、精庐)，初等

私学(书馆、学馆，村学、村塾、冬学，坐馆、教馆、家塾、

私塾、义学、义塾) 8、墨、道、法家的教育思想： 墨家的教

育内容以“兼爱”的基本思想为主，同时重视文史知识的学

习及逻辑思维能力的培养，还注重实用技术的学习，也重视

武艺和自然科学技术的教育，大大突破了儒家教学内容的范

畴，但忽视礼乐教育与美育在陶冶道德品质和审美力方面所

产生的作用。 道家没有书本教材，以自然之道为教育内容，

要求人们听凭自然，主张贵“无”、知“常”、守“柔”，

推崇人性自然论。 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

本性。强调严刑峻法，从根本上肯定法治的作用而忽视教育

的作用。 9、董仲舒的三大文教政策建议：为了适应汉武帝

的政治需要，他在《对贤良策》中提出三大文教政策建议：

第一，建立太学“养士”，改革选士制度；第二，兴教化，

正万民；第三，“独尊儒术”、“罢黜百家”。在当时条件

下，对于巩固统一、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急需人

才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中指出教育

作用：通过人为的教育将人性中善的要素转变为善。)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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