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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地方官学的特点。 ⑴中央官学特点：①中强了教育改革

，重视发挥大学的地位和作用。宋代先后兴起了三次著名的

“兴学”活动。第一次是“庆历兴学”，主持人范仲淹为整

顿太学，总结著名教育家胡瑗的“苏湖教法”，设“经义”

、“治事”两斋实行分斋教学，大大提高了太学的教学质量

。第二次是“熙宁兴学”，主持人王安石为改革太学，创立

“三舍法”，即在太学分立外舍、内舍、上舍三个等级，制

定系统的“三舍升补法”。调动学生学习积极性，提高太学

的教学质量和太学的地位。第三次是“崇宁兴学”，主持人

蔡京极力主张太学、州学、县学三级均推行“三舍法”。②

教育世俗化进程加快，教育对象不断扩大，入学资格逐渐放

宽。③学校类型多样化。④教学内容不断扩大、不断扩充。

除《四书》外，《五经》则增至为《十三经》。⑤对学生的

思想控制不断加强。明清还大兴“文字狱”，以巩固其封建

专制统治。 ⑵地方官学特点：①加强了地方教育的管理，建

立了专门的行政机构。宋徽宗崇宁二年（1103）创设诸路提

举学事司，掌管监督地方官学，为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设立地

方教育行政官署之始。②加强了对教师和管理。③学校经费

比较固定。④学校分布地区更广远，开始重视边疆及少数民

族地区的教育⑤学校逐渐沦为科举的附庸。 141、唐代儒学与

专科学校的特点。 ⑴唐承隋制，儒学教育仍分立为“三学”

，即国子学、太学、四门学，统由国了监管辖。它们的教育



目标都是培养“经明行修”的官吏。“三学”和汉代太学的

不同点是：①强化了学校的等级性。②制定了较完备的教学

计划。③增加了考试类别。除岁试以外，有旬试、毕业试。

④建立了休假制度，即旬假、田假（每年5月）、授衣假（每

年９月）。⑤出仕要经过科举考试。 ⑵唐代专科学校种类较

多。附属于官署，由官署的行政长官直接领导监督，在体制

上形成了自己的办学特点：①将行政职能、科学研究和培养

人才三者紧密地结合起来，最突出之点是师生均不脱离具体

的业务实践，有利于理论和实践的联系。②能迅速地反映本

官署对专业人才的需求，能及时培养输送人才。③学校的水

平和成效，随该官署行政长官的文化素质，科技水平而变化

，所以兴衰无常。 142、春秋战国时期私学兴起的原因及其意

义。 ⑴封建私有制在奴隶制的母胎里发生发展，新兴地主阶

级逐渐在一些诸侯国里取得了政权，这就促进了奴隶制解体

，于是“学在官庥”的垄断形式失去了原有的经济支柱和政

治依据，造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左传昭公十七年

》）的局面。 ⑵原在周王宫里的一批有文化知识的人，失去

了原来的地位和职守，其中一部分人变成了一批靠着自己过

去掌握的“六艺”知识来自谋生活的知识分子，他们把原来

秘藏于官府中的典籍文物、礼器乐器带到了民间。这就是出

现了“学术文化下移”的趋势。 ⑶养士之风盛行，进一步促

进了私学的发展。以齐鲁为发祥地，很快向各地发展，在这

个潮流中，孔子起到了开辟道路的作用。 ⑷由于不同阶级利

益的驱使和学术资料源流之不同，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了儒

家、墨家、道家、法家、阴阳浓等学派，史称“诸子百家”

，开创了“百家争鸣”的新局面。所以，私学在春秋战国时



期有二重含义：一指私家学术派别，探讨学术，而这二者的

活动是紧密结合的。 ⑸私学的出现，是中国古代教育发展史

上的一次飞跃，它与西周官学截然不同。①私学是与官府分

离的，它是独立的专门的学术和教育团体。②私学不传递官

府法定的典章制度和文献，而以本学派的政治与学术主张教

授弟子，寄望他们推行本学派的政治主张。②私学大师与王

官分离，不享有世袭的特权，属于士的行列。④受教育对象

扩大，各家私学基本上都本着“有教无类”的原则，吸收平

民入学，扩大学校教育的社会基础和人才的来源。⑤私学冲

破了“学在官府”的封闭式的旧传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

况，为人才的培养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⑥私学的兴起，

造就了一大批私学大师，这是自由讲学事业来的成果。《学

记》、《大学》就是这一时代丰富的教育经验和教育思想的

总结，成为世界上最早出现的自成体系的教育学著作，奠定

了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基础 143、科举制度的产生、发展、历

史作用及对教育的影响。 ⑴从汉代的“察举”到魏晋的“九

品中正制”：①汉代选官取士制度叫“察举”，是由地方官

根据一定的科目和标准考察选拨，层层推荐，最后向朝廷荐

举，经皇帝亲自策问，按成绩高下授以不同的官职。西汉文

帝二年（前178）开察举之先声。②汉武帝时形成较完备的选

官制度，迄东汉，大体未改。③魏晋南北朝时期分裂动乱，

“察举”推荐制度难以实行。④曹丕即帝位之后，听从陈群

建议，推行“九品中正制”：设置大小中正官，依家世和才

德区分为高下九等作为任官授爵的根据，然后再按品授官，

实际上承认了门阀世族集团的特权。⑤南北朝后期，依靠门

资的九品中正制已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科举考试制度



便应运而生。 ⑵隋唐科举考试制度的产生与实施：①隋炀帝

大业三年（607）明确提出了十科举人的科目。②大业五年

（609）又将十科减为四科，分科考试选拨士人的旨意越来越

明确。③进士科以考试策问为主。一般把隋炀帝创设的进士

科作为科举考试制度下产生的标志。④科举考试把录取和任

用权完全集中在中央。科举考试取士的特点是录取标准专凭

试卷，而不由地方察举。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察举和九

品中正制，虽也含有考试，但是以推荐察举为主，而隋以后

的科举则以考试为主。这是中国古代选士制度的一大分界线

。科举考试轻门第，重才学，任人唯贤，这在中国古代选士

制度上确实是一次变革，是一个进步。⑤科举制度在唐代逐

步完善，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考试制度。唐代参加科举考

试的考生有两种：生徒”和“乡贡”。报考的步骤是：乡试

、、吏部复试。 ⑶宋代科举制度的强化及王安石的教育改革

：①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基本上沿用不着唐制，但有许多新

的变化和发展：第一，扩大了科举取士的名额。第二，提高

及第者的地位和待遇。宋代科举考试制度成为三级考试制度

：州试，省试，殿试。第三，严密立法，防止作弊。 ②王安

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建议：第一，取士必由学校。希

望学校能摆脱附庸于科举的地位，真正成为向国家输送人才

的主要场所。第二、科举考试专设进士一科，撤消明经等诸

科，废除诗赋、帖经、墨义，改试经义、论、策。颁布《三

经新义》作为经义考试的标准，其目的在于以经书施于世用

。 ⑷明清科举制的发展与八股取士：明清科举考试突出进士

一科，考试大致分为以下四个步骤：第一步称为“童试”，

也可说是预备性考试。第二步称为“乡试”，是省一级的考



试。第三步称为“会试”，是中央级的考试，由礼部主持。

第四步称为“廷试”或“殿试”，会试之后（农历四月）举

行，由皇帝亲自主持。明清科举考试采用排偶文体，称为“

八股文”。它有固定的格式和一系列清规戒律，有不少繁琐

而苛刻的要求，不得自由发挥，形式死板，内容空洞，陈陈

相因，千篇一律。 ⑸历史作用：①隋唐以后实行科举取士制

度，的确满足了封建君主专制政治的要求，收到了集权中央

、巩固封建统治的效果，促进了社会的稳定。②科举制比较

说明严密地开创了考试取士的规模，具有一定的客观标准，

多少要凭才学，与察举和九品中正制相比较，它是比较公正

、比较合理、比较符合历史发展要求的制度，对当时的社会

发展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③由于选才与育才的标准和要求

比较一致，科举制度促进了学校教育的发展；但科举考什么

，学校教育也跟着注重什么，这使学校教育完全屈从于科举

的要求，沦为科举制度的附庸。 ⑹流弊：国家只重科举考试

，忽略学校教育；科举束缚思想，败坏学风；表面看来好像

公平合理，实际上录取标准仍以权势门第为转移；由于科举

指挥棒的影响，自然科学和技术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程度的影

响。 ⑺中国科举制对世界东西方均有一定的影响。鸦片战争

以后，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看出了以科举考试制

度选拔人才的弊病，于是在提倡开办新式学堂的同时，提出

了改革科举考试内容，递减科举取士名额，废止科举考试制

度的主张。清廷迫于形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决定“所

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科举考试制

度实行了1300余年，至此完全停止。 144、书院的起源及在组

织管理和教学上的特点。 ⑴起源：①宋以后科举和官学教育



趋于形式化，造成了人才的危机；五代以后，雕版印刷被广

泛采用，印书、藏书之风广为流行；宋代形成了新的理学教

育思潮。②传统的私人授徒、家学，在具备充分的藏书基础

上，在理学教育思潮推动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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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⑵特点：在中国古代

教育史上和学术史上作出突出贡献。这些精舍和书院的教育

实践，与汉以来所建立的太学教育迥然不同，创造了中国古

代另一种教育模式：①培养目标不同。书院办学的目标是要

求士子学做人，追求封建人格之完善，而不是像官学那样以

科举入仕为主要目标。②自由讲学。③学生可以自由择师入

学，不受籍贯的限制。④教学以自学、独立研究为主，以答

疑形式进行教学。⑤倡导学术争辩和学派交流。 ⑶组织管理

特点：①机构简单，管理人少②课程设置灵活，不同书院有

不同安排③学规严密。师生共同遵守，互相监督，有奖惩制

度④经费自主⑤重视自己的特色。每个书院有自己独特的风

格、内容。 ⑷教育教学个特点：①既是教育和教学组织，又

是学术研究机构②允许不同学派讲学，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

“百家争鸣”的精神③入学“门户开放”，不受地域限制④

教学注重讲明义理，躬行实践，多采问难论辩式，注意启发

学生思维，培养学生学习兴趣与学习能力⑤师生关系融洽，

以道相交，师生之间感情深厚。 145、试析中国近代壬寅癸卯

、壬子癸丑及壬戌学制的成败优劣。 ⑴壬寅癸卯：①清光绪

二十八年（1902），清政府颁布了由管学大臣张百熙制定的

《钦定学堂章程》，史称“壬寅学制”。这是中国政府颁布

的第一个学制，因种种原因，没有实行。②次年，清政府又

命荣庆、张百熙、张之洞重拟定学堂章程。这就是1904年1月



（清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清政府颁布的《奏定学堂章程》

，史称“癸卯学制”。③癸卯学制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为指导思想，以尊孔读经为教育宗旨，内容比壬寅学制详

备。④癸卯学制是中国第一付诸实施的学制，它对改变清末

学堂各自为政、互不相联的局面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对以

后中国学制的组织形式产生了极大的影响。⑤癸卯学制也给

人留下了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首先，癸卯学制的形式仿自

资本主义国家，灵魂却是中国封建阶级的确良，它特别注重

读经，排斥女子受教育权，给毕业生以相应的科举功名。其

次，癸卯学制规定的一套详备、整齐的学校系统，远非中国

当时的财力、人力所能实现。⑥当时制定学制的依据，主要

不是现实的需要和可能，而中国古代典籍的教育思想。显然

，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学制从搬入到植根，还需要一个

中国化的过程。 ⑵壬子癸丑：①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在南京

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成立了中华民国教育部。蔡元培

为首任教育总长，立即着手对封建主义旧教育进行改造。②

在教育部召开的中央教育会议上，议决重订学制，拟订了一

个新的学校系统，并于1912年9月3日公布，史称“壬子学制

”。到1913年8月，教育部又陆续公布了各种学校规程、课程

标准等，其内容对壬子学制有所修改和补充，后人就将两者

合称为“壬子癸丑学制”。③壬子癸丑学制主要在摒除癸卯

学制的封建性方面作了努力，如取消读经，增加培养学生审

美情趣的课程和社会生活实用课程；贯彻教育平等精神，承

认女子受教育权利，小学男女同学，中学以上单设女学校；

将修业年限缩短，改原高等学堂为大学预科，使中学和大学

衔接更直接，改原高等实业学堂为专门学校，提高其程度，



扩充其门类等，满足社会对各类专门高级人才的需求。④但

对教育与国情、教育与社会经济发展、教育与儿童身心发展

等问题尚未能顾及。这一方面因时间仓促，另一方面也因资

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建设尚未全面展开，解决这

些问题的社会条件还未成熟。 ⑶壬戌学制：①1915年国内兴

起了新文化运动，1919年又出现“五四”运动。这两场运动

高举“民主”、“科学”两面大旗，猛烈批判了传统的文化

教育思想。②1919年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第六届会议，再次

提出修改学制问题。1921年第七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在广

州开会，集各省方案之长，制定了一个新学制系统草案

。1922年9月教育部召开学制会议，对该草案稍作修改后，再

关第八届全国省教育会联合会征求意见，然后于11月1日公布

实施，史称“壬戌学制”，又称“新学制”。③新学制以下

列七条标准为依据：适应社会进化的需要；发挥平民教育精

神；谋个性之发展；注意国民经济力；注重生活教育；使教

育易于普及；多留地方伸缩余地。在学校系统总说明中提出

：学制分期大致以儿童身心发达时期为根据，采取纵横活动

主义，教育以儿童为中心，顾及学生个性及智能，高等、中

等教育之编课采用选科制，初等教育之升级采用弹性制。④

新学制注意到了制定学制与中国的国情、经济发展需要、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及人民生活水平之间的关系。 146、怎样评价

近代新式学堂和教会教育？ ⑴新式学堂：①鸦片战争以后，

清政府为了适应中外交涉以及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先后在

全国的一些地方开办了一批学习“西文”“西艺”的新式学

堂。同治元年（1862）清政府在北京设立同文馆，这是中国

政府自行创建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标志着中国近代新式



学堂的诞生。②中国近代的留学教育始于1872年，最早提出

建议的是容闳（18281912）。③到19世纪末，新式学堂仍属于

开创时期，其特点是：学校尚无完备的教育计划，更无完备

的学制；学校大都为一级制，上无继续研究机构，下无预备

学校；重视西文、西艺学习，忽视引进西方的政治及科学教

育；富家子弟因受旧教育影响，轻视军事教育；师资、设备

缺乏，难达成近代学校的目标；军事学校设于通商口岸，难

收军事训练效果；学生多属于举贡生员，仍未脱离封建“治

术”教育的窠臼；派遗军事学校优等生出国学习，开创了留

学教育的先声。 ⑵教会教育：①鸦片战争后，西方传教士利

用不平等条约，获取了在华办学进行教育渗透的特权。自传

教士在澳门创办“马礼逊学堂”后，继之又在五个通商口岸

办了一大批教会学校。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教会学校由沿海

的通商口岸伸向内地。②1877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于上

海举行了第一次传教士大会，从此建立了全国性的联合组织

，改变了以前各差会各自为政、各行其是的状况。在这次大

会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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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教科书委员会还开会决定编写初、高级

两套教材，“以应当前教会学校的需要”。近代中国有“教

科书”名称，即自此始。③1890年5月，在华基督教传教士又

在上海举行第二次大会，并进一步明确议订传教士利用教育

作为侵略工具的重点。这次大会决定将“学校教科书委员会

”改组为“中华教育会”。④1893年，“中华教育会”在上

海举行第一届年会，大会主席美国传教士潘慎文在开幕词中

说：必须在中国大力推广基督教育，以“打破中国人的傲慢



和除去中国人的惰性”。1896年中华教育会召开了第二届年

会，⑤19世纪后期西方传教士在华开设的一大批教会学校，

没有一所是经过当时中国政府批准的，而是由“中华教育会

”批准、管辖，“中华教育会”俨然成了中国政府的教育部

，这些都是严重侵犯中国教育主权的行为。 147、蒙养教材 

⑴《史籀篇》是著录于史册的最早的蒙学教材。 ⑵蒙教材的

编写，其发展历程大致分三个时期：①是周秦至唐五代时期

，以字书为主，道德和常识教材为辅②是宋至清中叶，蒙学

教材专门化，分科渐细，各有专门教材③是清中叶至清来亡

，出现了一批用旧形式介绍新知识的教材。 ⑶蒙学教材内容

可分为六大类：①综合类：综合各种常识的识字课本，以《

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等最有影响。②伦理道

德类：《太公家教》、《名贤集》、《二十四孝》、《性理

字训》等。③历史类：《蒙求》、《十七史蒙求》、《史学

提要》、《历代蒙求》、《龙文鞭影》等。④诗歌文学类：

《千家诗》、《唐诗三百首》、《神童诗》、《古文观止》

、《唐宋八大家文钞》等。⑤博物自然类：《名物蒙求》等

。⑤数学类：《日用算法》、《算学启蒙》等。 ⑷古代蒙养

教材注意儿童心理特点，采用韵语形式，文字简练，通俗易

懂，并为求将识字教育、基本知识教育和伦理教育有机地结

合起来，这些经验是值得认真研究的。 148、试析孔子的教育

思想。⑴关于教育的作用和地位：①教育和政治、经济、军

事、法律的关系。认为教育比政令刑律更加重要和有效。②

教育与人的发展关系。肯定了教育在人的成长中起决定作用

。⑵关于“有教无类”：主张扩大受教育的对象，人都有受

教育的权利和机会。⑶关于教育目的：孔子主张把官职与学



习紧密联系起来，教育就是要培养治国安民的贤能之士。⑷

关于教育内容：①重视思想品质和伦理道德教育。在有关道

德伦理教育的科目中，孔子最重视诗、礼、乐。②但孔子忽

视自然知识的传授，鄙视生产劳动知识和技能的教育。⑸关

于教学思想：①因材施教育，主要解决教学中统一要求与个

别差异的矛盾。②启发诱导，主要解决发挥教师的主导作用

和调动学生积极性的矛盾。③学思并重，主要解决学习与思

考，或掌握知识与发展思维的矛盾。④由博返约，主要解决

教学的广度与深度的矛盾，或者解决知识的广博与专一的矛

盾。⑹关于道德教育思想：①立志乐道，立志就是要确立人

生的远大理想和宠伟目标，解决前进的动力。②自省自克，

道德教育贵在培养道德自觉。③身体力行，知行统一，言行

一致。④改过迁善，发扬优点、长处和克服缺点、错误往往

是相辅相成的，关键在于对待缺点、错误的态度。⑺关于教

师的论述：①学而不厌，诲人不倦。②热爱学生，对学生无

私无隐。③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149、试析《学记》的

教育思想。⑴《学记》把教育的作用概括为“建国君民”、

“化民成俗”；又以托古的方式拟订了一个从地方到中央的

理想的学制系统；还以大学为例提出了一个完整的教学进程

和考查标准；还记录了古代学校管理和行政领导方面的制度

和规定，如开学、入学、视学等仪式。⑵《学记》在综合各

家长期教育、教学成功与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总结了

一套教育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这是《学记》的精华所在。①

教学相长。深刻地提示了教与学之间的辩证关系。②尊师重

道。认为尊师才能重道，要重道必须尊师。③藏息相辅。认

为正课学习与课外练习必须兼顾，④豫时孙摩。豫是预防，



预防不良倾向产生的教育原则；时是及时，善于抓住适当电

动机及时施教的教育原则；孙是按顺序不越级，循序渐进的

教育原则；摩是相互观摩，相互学习，取长补短，发挥集体

作用的教育原则。⑤启发诱导。充分调动学生学习和思考的

积极性、主动性，要做到“导师弗牵”、“强而弗抑”、“

开而弗达”，要求教师积极发挥主导作用，而不能代替学生

思考，只要求“继其志”。⑥长善救失。要求教师懂重教育

的辩证法，坚持正面教育，重视因材施教，善于因势利导，

利用积极因素，克服消极因素，将缺点转化为优点。⑦提出

了许多教学方法，如问答、讲解、练习、类比等。200、试比

较孟子、荀子的教育思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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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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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