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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法主要的教育思想。 儒孟子⑴“性善论”与教育作用：

孟子认为人人具有先验的“良知”、“良能”。教育的作用

就在于找回散失的本性，保存和扩充、发扬天赋的善端。认

为教育并不是天赋的道德观念，保持对固有的善性的自觉，

使之发扬光大，而成为圣贤。 ⑵关于教育目的与内容：孟子

认为教育目的为“明人伦”，维护上下尊卑的社会秩序和道

德观念，这就决定了教育内容是以孝悌为主的道德教育。 ⑶

关于道德教育的原则与方法：①持志养气。立志多属理智活

动，养气主要是培养意念和情感。理智与情感统一。②反求

诸已。要求自我反省，自我监督，自我评价。③改过迁善。

孟子鼓励人们改过自新，积极学习别人的善行。④刻苦锻炼

。。 ⑷关于教学的原则与方法：①自求自得。强调在教育中

发挥学生的主动精神。②专心有恒。专心致志，持之以恒。

③启发引导。教师要积极引导，启发学生思维。④循序渐进

。。 荀子⑴“性恶论”与教育作用：荀子认为人的本性是恶

的，其善良则是后天人为培养教育的结果。人天生就有贪利

的一面，如果放纵人的本性，必定会发生争夺，造成暴乱，

所以需要教育的感化，礼义的引导，改变自己的本性，树立

人为的善，经过长时期的磨练，而不再恢复到原初的本性，

认为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着“化性起伪”的作用。人的贵贱

、智愚、贫富都决定于后天的教育和学习，环境对人的成长

有重要影响，但人不是被动地接受环境影响，强调人的主观



努力。孟子认为教育的作用在于发展本性，荀子认为教育的

作用在于改变本性。他们都离开人的社会性来谈人性。他们

在教育作用上的分歧，严格说来，并不包含实质的意义，实

际上是相互补充、相辅相成的。孟子着重论证了封建地主阶

级道德观念的合理性和实施封建教育的可能性，荀子则力图

说明树立封建地主阶级道德观念和实施封建教育的必要性。 

⑵关于教育目的与内容：荀子认为教育目的是培养由士到圣

人等各种治术人才，教育内容就是《诗》、《礼》、《乐》

、《春秋》等。 ⑶关于教学的主张：关于教学，孟子主张“

内发”，荀子主张“外求”；孟子强调“思”，荀子重视“

学”；孟子把教学或学习看俐“存养”、“内省”、“自得

”的过程，荀子把教学或学习看作是“闻、见、知、行”等

环节。 ⑷关于教师的地位与作用：荀子重视教师的地位和作

用，认为“师”是礼义的化身，因此学生应当无条件地服从

教师，他对教师也得出了严格的要求，他的“非我而当者，

我师也”（《修身》）及“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劝学

》）的观点也是有积极意义的 ⑵墨：①著作有《墨子》一书

，其中《墨经》反映了后期墨家的思想。②墨子认为人的本

性如“素丝”， “素丝”之所以能变成别的颜色，是“染”

的结果；人这所以能形成各种不同的道德观念和各种不同的

知识，是环境与教育作用的结果。墨子很重视教育的作用，

把教育对人的培养看成是非常重要、严肃的工作。③墨子的

教育目的在于培养“贤士”、“兼士”和“义侠”。墨家主

张培养具有“兼相爱、交相利”的精神，有益于世的人才。

④墨子鼓励创新精神。提出了判断文化“善”的标准有三条

：以前人的历史经验为依据，根据广大群众的亲身经验，再



看是否符合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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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注重实用技术的传习。不过墨家全盘否定

了“礼”“乐”的价值，忽视教育与美育在陶冶道德品质和

审美力方面所产生的作用，这也是片面的。 ⑶道：①创始人

是春秋末期的思想家老子，世传《老子》五千言，约成书于

战国时期，其基本内容反映了老子本人的思想。②道家主张

培养“上士”或“隐君子”。这些人能让百姓返朴归真，回

到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去。③道家反对儒家提倡的“仁义孝悌

”，反对知识文化、礼乐，也反对一切技能技巧，认为人类

历史是倒退的，所谓文化、道德、智慧产生发展的过程，正

是人类不断堕落的过程。人类要从堕落中解脱出来，就必须

抛弃所谓文化、道德、智慧，回到原始社会中去。④道家没

有书本教材，不主张读书，要求人们回到原始自然状态之中

去。⑤道家的人性论是一种自然人性论，人性即自然，认为

一切人为的东西都是错误的，教育是最大的人为，所以教育

是最大的错误，教育是多余的，不应该教人知道更多的东西

，彻底地取消教育就是最好的教育。⑥庄子继承老子“道法

自然”的思想，不要用人力去改造自然。庄子还谴责当时社

会，认为“仁义”是用来对付、惩治老百姓的，对于权势者

则不过是欺世盗名的工具。他以“真人”为人生理想。所谓

“真人”就是忘掉一切人为，也忘掉自己，真正回归自然，

获得超现实的精神的自由。 ⑷法：①商鞅、韩非是先秦法家

的代表。②法家的教育目的是培养“耕战之士”或“智术能

法之士”，主张以法治国，反对儒家仁义道德和墨家的“兼

爱”学说，也反对道家的“恍惚之言，恬淡之学”。③法家



的教育内容，突出了“法”，以法为教；④法家重视军事教

育，强调提高实际作战的能力，并培养英勇善战之精神。⑤

法家否定传统文化，提出“以法为教”，实际上是取消学校

教育制度。⑥法家认为人性是自私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性

。荀子和韩非都是“性恶论”者，但解决问题的办法却不同

。荀子肯定教育的作用，韩非肯定法治的作用，一个重教育

，一个重法治，这是儒法两家的不同。⑦法家只是在宣传法

治、实行思想统治上肯定教育的作用，但从根本上法家只是

肯定法治的作用而忽视教育的作用。 202、试析董仲舒的教育

思想。 ⑴三大文教政策建议：董仲舒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

需要，在《对贤良策》中提出了三大文教政策建议：①兴设

学校“养士”，改革选士制度②兴教化，正万民③“独尊儒

术”，“罢黜百家”。在当时条件下，这些建议对于巩固统

一、发展教育事业、培养与选拔国家急需之才是有一定进步

意义的，不但直接影响了汉武帝的文教政策，而且对两邓汉

及后来各封建王朝均有影响。 ⑵关于教育作用：①教育对人

性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人性中有善的要素，但这善的要素并

非即是善，善的要素必须通过人为的教育才能转变为善。②

教育对社会的作用。 ⑶关于道德教育：①道德根源：“人受

命于天，有善善恶恶之性” ②教育内容：“三纲五常”、“

正谊明道”。③原则方法：“正我”、“强勉行道”、“明

于性情”、“必仁且智”。 ⑷关于知识与教学：知识来源：

“道莫明省身之天” ②教学内容：“诗书礼乐”。③原则方

法：“圣化”、“强勉学问”、“节博合宜”、“专一虚静

”。 203、试析王充的教育思想。 ⑴对迷信烦琐的经学教育

的批判：反对“信师是古”，主张“极问”。 ⑵关于教育作



用与培养目标：王弃肯定性可以变化，认为教育可以“反情

治性”，“尽材成德”。培养目标：①“鸿儒” ②“文人” 

③“通人” ④“儒生”。只有培养“鸿儒”，才对社会有好

处。这种培养创造性人才的主张是很有见地的。 ⑶关于教学

思想：①知识来源：反对生而知之之说，反对知识的先验论

。重视知识的力量，在培根这前1500年提出“知为力”的思

想，是很深刻的。②教学过程：包括感性和理性两个阶段。

③教学效果：“效验”，方法是引物事以验其言行。 18、颜

之推教育思想的特色。 ⑴关于家庭教育：认为教育要及早进

行，越早越好，强调教子要严，反对溺爱偏爱，注意环境习

染对子女的影响，指出父母对儿童学习正确的语言负有重要

的责任。 ⑵关于士大夫教育：揭露士大夫教育的腐朽空泛，

主张“实学”，提出培养国家实际有用之才。 ⑶关于学习态

度与方法：提倡虚心务实，博学广师，反对骄傲自大，目中

无人。认为人应珍惜时光，强调眼见为真，强调勤勉努力，

提倡师友切磋。 204、韩愈教育思想的特点。 ⑴关于师论：

①韩愈针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情况，写了著名的《师

说》，对于教师的任务、师与道、道与业、师与生的关系，

提出了卓越的见解。②“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

、授业、解惑也。”教师这三项基本任务是紧密相连的，重

在传道，授业是为传道服务的，古文、六经之文只不过是载

道的工具，而传道又是通过授业完成的。③这体现了“存师

卫道”的儒家传统的基本精神。把“传道”当作首要任务，

把“授业”当做第二任务，把“解惑”提到应有的地位，这

样排列顺序是明确的。④分析“师”与“道”之间的辩证关

系也是合理的：“道之所存，师之所存”，师与道密切结合



，不可分离，⑤分析“传道”与“授业”之间的辨证关系也

是合理的：“道”是儒家的道统和基本精神，“业”是儒家

经书，载“道”的工具，二者之间，“道”为重，“业”次

之，“道”为先，“业”在后，“道”通过“业”来体现，

“业”是为“道”服务的。⑥分析“师”与“弟子”之间的

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谁先掌握了“道”，懂得了“业”，

谁就是教师。 ⑵关于识别与培养人才：韩愈认为人才总是有

的，关键在于能否加以识别和扶持。只有善于鉴别而又培养

得当，人才才会大量涌现出来。 ⑶关于学习方法：韩愈提出

学业的精进在于勤勉。还提出在博的基础上求精，主张把学

习与独创结合起来，这都是符合学习规律的正确见解。 205、

王守仁教育思想之特色。 ⑴“心即理”、“致良知”与教育

作用、目的：①王和朱熹一样，都认为“理”是存在的，都

把“理”作为宇宙的本性，把“理”当做封建等级制度和封

建教育的根据，所不同的是，朱熹认为“理在心外”、“性

即理”。而王守仁则认为“理在本心”、“心即理”，在内

不在外，教育作用直截了当地向内寻找，在内心中去体认。

②王认为教育目的是“明人伦”，而他的理论基础则是“致

良知”说。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去掉后天的与外物接触所产生

的各种“昏蔽”，“良知”的“天理”便能充分地发挥出来

。⑵关于教育内容：朱熹认为，圣人教训具在经书，为学之

道必须穷理，穷理必须读书。而王认为，经书是“常道”，

即永恒而普遍的道理，然其根源仍在本心。读经也很重要，

其作用是寻求帮助，寻求方法，复明本心的常道。凡是有助

于“求其本心”者均可作为教育内容，读经、习礼、写字、

弹琴、习射，无不可学，它们在“胜私复理”方面各有其用



。 ⑶关于教学原则与方法：主要有“知行交进”、“自求自

得”、“循序渐进”和“因材施教”等。 ⑷关于儿童教育：

王十分重视儿童教育，他从“致良知”的要求出发，认为儿

童时期“良知”保存最多，受蒙蔽最少，教育应从儿童时期

抓起。教学要注意儿童的年龄特点。他还提出以“诱之歌诗

”、“导之习礼”、“讽之读书”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

性情，这在中国古代教育史上是有积极意义的。 206、试析朱

熹的教育思想。 ⑴关于教育目的与教育作用：①教育目的是

要造就封建社会的所谓“圣人”。关于“圣人”的规格，集

中地表述在他手订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之中。这是一个典

型的以理学为指导思想的封建教育的总纲领，它对宋以后的

各级各类学校的教育有深刻的影响。②教育作用论是从他的

理学思想体系出发论述的。首先，他认为“天地之间，有理

有气”，理是万物产生的本原，气是构成万物的材料。其次

，他认为“性即理”，宇宙的本源只是一个理，人禀受理，

这就是人性，性和理是一个东西。再次，他认为人是“理与

气合”的产物。认为教育的作用并不是消灭“气质之性”（

即“人心”），而是“变化气质”，发挥“气质之性”中先

验的“善端”，按照“四德”（仁、义、礼、智）去做，便

能使“人心”服从“道心”，使“道心”支配、主宰“人心

”。 ⑵“小学”与“大学”的教育内容：朱熹把小学教育和

大学教育看做是统一的教育过程中相互衔接的两个阶段。认

为小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以事”，大学阶段的任务是“教以

理”，这里已注意到从儿童和青少年个性发展的心理规律来

考虑教育阶段的划分。尽管这时期关于心理规律还不可能有

科学的根据，但就研究的方向而言，是在向科学接近。 ⑶教



学原则与方法：归纳起来，主要有“居敬穷理”、“学思力

行”、“因材施教”、“循序渐进”等教学原则和方法。 ⑷

朱子读书法：他的弟子汇集他的训导，概括、归纳出“朱子

读书法”六条。这“六条”不是孤立的，是相互联系的有机

的结合在一起的，有内在的逻辑，是一个完整的读书、求学

、进业的程序和步骤。“循序渐进”包含有读书的“量力性

原则”，“熟读精思”包括有读书的“巩固性”原则，“虚

心涵泳”包含有读书的“客观性”原则，“切已体察”包含

有读书的“结合实际”原则，“着紧用力”包含有读书的“

积极性”原则，“居敬持志”包含有读书的“目的性”原则

。可以说“朱子读书法”包含有上述这些原则的萌芽和因素

。 207、明末清初进步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代表人物有黄

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人。他们以批判的求实的精

神，抒发了深刻而新颖的社会政治观点、哲学观点、历史观

点，同时也提出了具有进步意义的教育观点，对于官方传统

的理学教育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提出了具有初步民主思想的

见解和主张。其内容有以下几点：①批判理学教育理论②主

张培养经世致用的实用人才③提倡“实学”，重视自然科学

和技艺的学习④提倡“主动”、“习行”的教学方法⑤提出

了初步的民主教育主张。 208、王夫之、颜元教育思想的特色

。 王：①日生日成的人性论和教育作用：认为人性是“屡移

而异”、“未成可成，已成可革”的，人性正是在这个过程

中，“日生日成”，以至于善的。也强调“习”在人性形成

、发展中起重要作用。②理与欲统一的道德观：主张“天理

”即在“人欲”之中，二者是统一的，主张节欲而反对灭欲

。③知行观和教育过程：主张行先知后，知行并进，互相为



用，重视“行”，要在行上取得知、检验知。这反映了教育

过程的一般规律。④学思结合的教育思想：认为学与思是互

相结合、互相补充、互相依赖的，⑤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

提出了“立志”、“有序和不息相结合”、“因材施教”、

“自勉与自得”等方法。⑥论教师的作用和条件：师生是一

种道义的结合，教师负有“正人心”的任务，要求教师必须

有丰富、正确的知识。 颜：①对理学教育的批判：认为理学

有三大祸害，即毁坏人才、灭绝圣学和败坏社会风气。②关

于教育作用：去掉引蔽习染，恢复人的善性。③关于教育目

的和内容：“学为圣人”，他认为圣贤是能利济苍生的人。

三事（正德、利用、厚生）、六府（金、木、水、火、土、

谷）、三物（六德、六行、六艺）是颜元所讲的“实学”，

是他所主张的教育内容，其核心是“礼、乐、兵、农”。④

关于教学方法：强调“主动”、“习行”，认为动则强，不

动则弱。主张以“学、习、行、能”代替“讲、读、著、述

”，认为知识来自实践，要从习行中求知、求能，才得教学

的要旨。 209、试析张之洞“中体西用”的教育思想。 ⑴基

本教育思想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旧学为体，新学为

用，不使偏废。 ⑵关于“中学”和“西学”的关系，他强调

“中学”是立国之本，讲“西学”必先通“中学”；而要存

“中学”，又不得不讲“西学”。 ⑶他的“中体西用”说的

基点是立足于“中学为体”上的，他强调“中学”是本体，

绝不能改变，“西学”可以用来补助、强化、保存“中学”

，而绝不能替代“中学”。 ⑷他的“中体西用”说，是一种

调和“中学”与“西学”、旧学与新学的文化观、教育观，

就其内涵来看是充满矛盾的“二重思想”。 ⑸由于其主旨在



于维护清五朝的封建政治制度和儒家纲常名教的至尊地位，

政治上的反动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他在一定程度上批判了传

统教育，a强调了“中学”的“经世致用”的成分b重视了知

识分子的作用，肯定了科技知识是救时富强之实政c扩大了学

习西学的范围，主张在更大规模上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教育

制度。 ⑹“中体西用”思潮的流行，给封闭僵化的封建文化

打开了一个缺口，为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争得了一定的

合法地位，从而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变革注入了新的物质力量

和精神力量。从这一意义上讲，他的“中体西用”论也并非

一无是处。 210、试析蔡元培的教育思想。 ⑴论德、智、体

、美和谐发展的教育方针：关于普通教育的宗旨，他定为①

养成健全的人格②发展共和的精神。所谓健全的人格，内分

四育，即体、智、德、美育。这四育是一样重要，不可放松

一项的”。这一教育方针符合当时历史的要求，符合人的全

面发展的教育规律。 ⑵“思想自由”、“兼容并包”：⑶论

教育应该独立：反映了他反对军阀分子控制教育，希望按照

教育规律办好教育事业的美好愿望；教育脱离宗教的主张更

含有反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革命意义。 ⑷“尚自然”、“

展个性”的思想：①反对注入式教学，提倡发挥儿童个性，

要学生自动、自学、自助。②教师的责任只是在学生感到困

难时去帮助他们。③提倡研究教育科学，尤其是研究儿童心

理学、教育心理学和教材教法等，还具体介绍了当时国外正

在进行的儿童教育实验，如托尔斯泰的自由学校、蒙台梭利

的儿童室、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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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