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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制在古代和现代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 ⑴教育制度是

国家各种教育机构系统的总称。教育制度包括教育结构的两

个方面：一是教育的施教育机构系统，二是教育的管理机构

系统。在教育学原理中，教育制度通常只讨论教育的各种施

教机构。 ⑵古代学制：①学制产生于学校之后。②在进入阶

段社会之初，由于社会的分化，由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分离

，就产生了最初的学校，后来还有了简单的学校系统，这就

职是最早的古代学制。③古代学校教育脱离生产劳动，以培

养剥削统治人才为目的，具有极强的等级性和阶段性，而少

有生产性和科学性。④学校规模小，只有少数人能享受学校

教育，具有一种特权性质。⑤这些特点决定了古代学制的不

系统性和不完善性。⑥古代学制没有严格的程度划分，没有

严格的教学年限的规定，学校类型粗陋，层次简单，只有蒙

学和大学，甚至连中学都没有。 ⑶现代学制：①现代学制是

人类进入现代社会之后的产物，是社会时一步分化，特别是

教育从生产劳动中第二次分离的结果。②现代学校不但培养

政治统治人才和管理人才，更重要的是它还培养大量科学技

术人才、文化教育人才、经济管理人才和众多的有文化的劳

动者。③现代学校不但具有阶段性，还具有生产性和科学性

，这就决定了现代学校教学内容上的科学性及与生产劳动密

切联系的性质，决定了学校规模上的群众性和普及性，决定

了学校结构上的多种类型和多种层次的特点。④现代学制也



是发展的，它已从单纯的学校教育机构系统发展成为以现代

学校教育机构系统为主体的包括幼儿教育机构系统、校处儿

童教育机构系统和成人教育机构系统在内的一个庞大的体系

。它的发展方向是终生教育制度。 32、请谈谈你对我国学制

改革的看法。 ⑴幼儿教育学制不宜改动，发展也应量力而行

。 ⑵义务教育学制分段应多样化。 ⑶中等教育应实行多样经

和综合化。 ⑷高等教育学制应逐步向多层次、多类型的方向

发展。 ⑸大力发展成人教育。 ①我国学校的升学考试制度及

其改革 ②我国的学校管理制度及其改革 ③社会力量办学在我

国学制系统中的地位和作用。 33、我国现代学制是怎样发展

起来的？ ⑴我国的现代学制不是土生土长的而是从西方引进

的。 ⑵第一个以法令形式在全国颁布并推行的现代学制

是1904年公布的“癸卯学制”。 ⑶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有重

大影响的学制是1922年公布的“壬戌学制”。这两个学制对

我国教育的现代化有重要的影响。 ⑶新中国成立后，1951年

颁布了《关于学制改革的决定》，这是我国学制发展的一个

新阶段。 ⑷1958年的学制改革。文化大革命对我国学制系统

的破坏。1976年恢复和重建被破坏的学制系统34、现行学制

有哪些基本特点 ⑴幼儿教育（幼儿园）：招收3～6岁的幼儿

。 ⑵初等教育：主要指全日制小学教育，招收6～7岁儿童入

学。修业年限为5～6年。在成人教育方面，对应的是成人初

等业余教育。 ⑶中等教育：指全日制普通中学、各类中等职

业学校和业余中学。全日制中学修业年限为２～３年，中等

专业学样为３～４年，技工学校为２～３年。属成为教育的

各类业余中学，修业年限适当延长。 ⑷高等教育：指全日制

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专科学校、研生院和各种形式的业



余大学。高等学校招收高中毕业生和同等学力者。专科学校

修业为２～３年，大学和独立设置的学院为４～５年。毕业

考试合格者授予学士学位。业余大学修业年限适当延长，学

完规定课程经考核达到全日制高等学校同类专业水平者，承

认学历，享受同等待遇。条件较好的大学、独立设置的学院

和科学研究机关设研究生院。硕士研究生修车年限为２～３

年，招收获学士学位和同等学力者，完成学业授予硕士学位

。博士研究生修业年限为３年，招收获硕士学们或同等学力

者，完成学业授予博士学位。在职研究修业年限适当延长，

完成学业者也可获相应学位。 35、现代学制的三种类型 ⑴现

代学制是由两种结构所构成的，一种是纵向划分的学校系统

，另一种是横向划分的学校系统。前者叫做双轨学制，后者

叫做单轨学制。⑵双轨学制以西欧各国为代表，单轨学制以

美为为代表。介于上述两种学制之间的学制结构，属中间型

，叫做分支学制。 ①双轨学制:双轨学制是以18~19世纪特定

历史文化条件下产生的学校系统为基础形成的。该学制系统

分为两支，即由中世纪学校演变而来的带有等级特权痕迹的

学术性现代学校和新产生的供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群众性

现代学校。双轨学制的两轨，一轨自上而下的结构是大学（

后来也包括其他高等学校）→中学（包括中学预备班）；另

一轨自下而上的结构是小学（后来是小学和初中）→职业学

校（先是与小学相连的初等职业教育，后来发展为与初中相

连接的中等职业教育）。这两轨既不相通，也不相接，最初

甚至也不对应。 ②单轨学制:美国在独立以前，多数地区都曾

沿用欧洲双轨学制。在19世纪后半叶的教育发展过程中，美

国学制的变化与欧洲不同。原来双轨学制中的学术性一轨没



有得到充分的发展，却被在短期内迅速发展起来的群众性小

学和群众性中学所淹没，由此形成了美国的单轨学制。该学

制自下而上的结构是：小学→中学→大学，其特点是各级学

校形成一个系列、多种分段，即六三三、八四、六六、四四

四等多种模式。这种学制形式有利于逐级普及教育，有更大

的适应能力，因此被世界许多国家采用。 ③分支型学制:这是

前苏联创造的一种学制形式。在十月革命前帝俄时代实施的

是传统的欧洲双轨学制。十月革命后，建立了单轨的社会主

义统一学校系统，在其后的发展过程中，又部分恢复了帝俄

时代文科中学的某些传统和职业学校单设的做法，由此形成

了动工有单轨学制特点，又有双轨学制的某些因素的分支型

学制。这种学制上通（高等学校）下达（初等学校），左（

中等专业学校）右（中等职业技术学校）互连，有其优点。 

④三种类型学制的比较及其发展趋势:以上三种类型的学制在

不同时间、地点的条件下形成起来，各有其深刻的原因。但

同时，三类学制的产生和发展又是有一定的历史顺序的，即

从系统占优势向阶段占优势发展，由双轨学制向分支型学制

、再通过高中综合化向单轨学制的方向发展。美国最初普采

用过双轨制，但还没定型就被单轨学制压倒，从而超越了分

支型学制阶段。前苏联原来的学制是双轨学制，十月革命后

形成了分支型学制，由于高中的普及和职业教育的后移趋势

，分支型学制有向单轨学制发展的倾向。西欧的双轨学制则

正在由低年级向高年级逐步并轨，小学和初中已基本并轨。

这就使原先的双轨学制演变成了分支型学制，即下段单轨，

上段多轨。近年来欧洲高中有向综合高中发展的明显趋势，

说明这种单轨化的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可以说，欧洲学制的



发展变化显示了现代学制发展的完整轨迹。 36、学校的起源

及其条件①人类的文化发展已经到了如果不通过学校，这些

文化就不能被青少年一代完全掌握②社会物质资料生产的水

平必须能够使一部分人从直接的物质生产活动中脱离出来，

使脑力劳动从体力劳动中分化出来成为“有闲者”，专门从

事精神生产工作③文字的出现为大量、准确地传递和学习社

会生产和生活经验提供了载体。 37、古代学校与现代学校的

区别有哪些？ ①古代学校是不系统、不连贯的，现代学校是

有系统的、相互衔接的②古代学校的教育内容以人文为主，

轻视自然，现代学校的教育内容则面向实际，以各种实用科

学和自然科学为主③古代学校以个别教学为主，没有学期、

年级的概念，现代学校以班级教学为主，建立了学期、年级

的概念；④古代学校是面向少数人和特权阶层的，现代学校

是面向大众的，是一种公共资源，具有公益性⑤古代学校与

社会生产劳动相脱离，现代学校与生产劳动关系密切⑥古代

学校强调师道尊严，现代学校提倡师生平等。 38、现代学校

的危机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未来学校的特征是什么？ ⑴现

代学校的危机是以机器大工业生产为基础的现代社会危机的

一个集中体现，从现代学校开始诞生时就存在，至20世纪变

得日益突出。主要表现：①学校教育人文意义的失落。学校

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变成了一个“台阶”，一种“资源”、“

身份”或“资本”。学校活动日益陷入世俗利益的冲突中而

不能自拔，左右为难，失去根本方向。②面对社会利益的日

益多元化，如何保持自己的公共性质，如何保持教育机会均

等和教育公正的理想的问题就成为摆在现代学校面前的大问

题。③由于不同国家、地区间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不同，



使得不同国家或地区间的办学条件、水平与质量差距很大，

而且有进一步加大的趋势，严重地挑战现代教育的公正理念

，并带来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社会后果。④随着学校投资渠道

的多样化，办学主体的多元化，学校类型越来越多，原有的

学校教育制度受到严重的冲击，各级各类学校之间的关系需

要重新界定。⑤以科学知识传递和智力开发为主要任务的现

代学校在知识传播渠道日益多样化的今天面临新的挑战，教

师传统权威的基础受到严重动摇，学校在诸多社会建制中的

实际地位逐步下降。⑥在文化多元日趋明显、文化隔阂与文

化冲突日益严重、文化帝国主义日趋猖獗的情况下，现代学

校的文化身份和文化功能很难界定。⑦脱胎于现代工厂和行

政机关的“科层制”管理模式的现代学校管理模式，很难调

动学生与教师主动“参与”管理的积极性，降低了学校生活

的活力。上述危机随着21世纪的到来和社会各方面发生的巨

变，将会更加严重。与此同时，危机孕育着新的希望和生长

点。 ⑵对现代学校从宏观到微观的批判，将使现代学校发生

结构性的变革，出现新的形态。特征：①政治民主化进程的

加快②教育机会均等的要求日益强烈③知识经济的出现④信

息技术和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⑤文化及其相关问题日益复杂

⑥知识状态的不断改变⑦社会道德和人生意义危机日益严重

⑧现代学校制度本身的惯性。 39、为什么要加强学校文化建

设？当前学校文化建设应注意哪些问题？ ⑴学校文化是教育

文化是的种类型。学校文化的功能主要表现在：①学校文化

本身具有直接的和巨大的教育意义，优良的学校文化可以促

进教育教学工作的顺利开展，促进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不

良的学校文化则会削弱教育教学工作所取得的效果，损害学



生身心的健康发展。②学校文化既可以直接成为教育教学的

要素，为学生装所学习所吸纳，又可以作为隐性课程，对学

生的身心发展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③作为一种亚文化，学

校文化还可以为主流文化提供新的文化要素，促进社会整体

文化的变迁，在一些特殊的历史时期，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

心；④不同的学校文化是不同类型学校之间相互区别的一个

表征，是“特色学校”的一个显著标志。⑤建设积极、健康

、向上，具有时代性、民族性和个性的学校文化，是各级各

类学校管理中的一个重要和长期的任务。 ⑵良好学校文化的

建设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入手：①要高度重视学校文化的教

育价值，特别是人格陶冶价值，不要仅仅把学校文化定位在

丰富学生的业余生活上。②整理与继承优良的学校文化传统

，使之在未来发扬胸大。③突出学校文化的时代特征，使学

校文化与时代的主流文化精神趋于一致。当前，特别要突出

学校文化在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科

学文化与人文文化、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间的整合作用，使

之成为解决日趋严重的文化冲突的试验场。④加强对学校文

化价值性的分析和策略性探索，为学校文化的建设提供知识

基础和有效策略。⑤充分发挥各种文化主体的主体性，尊重

人们的文化身份，激活他们的文化创造力，使他们真正成为

学校文化的创造者。⑥给予学校中“文化处境不利”的人群

以真诚的关心和帮助，预防、克服文化歧视和文化伤害，使

他们从文化不利或文化自卑的状态或心增中走出来、重获文

化自尊。 40、古代学校的诞生和古代学校的理念 ⑴古代学校

诞生于原始社会末期的“青年之家”（西方）或庠（音xiang2

，中国）。“庠”、“序”、“校”、“塾”、“书院”、



“鼓宗”、“辟壅”、“泮宫”、“太学”、“国子监”、

“乡学”、“社学”等都是中国古代学校的不同类型。埃及

古代的“宫廷学校”、“书吏学校”、“寺庙学校”，印度

古代的“吠陀学校”、“古儒学校”、“森林学校”，古希

腊的“竖琴学校”、“体育学校”、“音乐学校”，古罗马

的“法律学校”、“建筑学校”，中世纪西方的“教会学校

”等，都是世界其他国家古代学校的典型。 ⑵古代学校与古

代教育的性质相一致，其基本理念包括：①学校是阶级统治

的工具，在选择和传承文化的同时，承担着为统治阶级培养

人才和教化或愚弄百姓的双重任务，具有鲜明的阶级性、等

级性或宗教性②学校与社会生产劳动相脱离，主要传递一些

与社会生活相关的军事、道德或宗教知识，人文学科在学校

中占据主要位置③古代学校不同类型和阶段之间是不连续不

系统的，也没有形成统一的学制④教师在学校生活中占据绝

对权威的地位，师生之间存在着基于政治或宗教利益的严重

人身依附关系。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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