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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案 13-《中国古代教育》 
一:教学目标： 

1.  了解中国古代重视教育的情况及教育思想的特色，  

2.  理解古代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 

3.  领会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 

二： 教学重点 

1.  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2.  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 

三：教学难点 

1.  古代教育的发展历程 

2.  中国古代教育、教学思想 

四：教学时数：90 分钟 

五：教学用具：多媒体播放器，课件、相关辅助教学材料  

六：教学过程及内容教学过程及内容 

1.教学思路： 

（1）比较近代高考与古代科举制度的优劣； 

（2）引出古代私塾教育的发展历程； 

（3）讲述古代高等教育学府； 

（4）最后安排课后思考。 

3.教学资料及要求：  

通过本章学习，了解中国古代重视教育的情况及教育思想的特色，理解古代

文化是靠教育传递下来的，深刻领会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 

4.主要内容 

第一节            中国古代教育状况 

中国古代教育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经过历代教育家的不断实践及概括提炼，

形成了比较完整系统的教育机制，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

分。可以说正是中国古代辉煌的教育成果，才使传统文化得以不断延续和发展。

中国教育塑造和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精神品格和民族心理。中国古代文化是靠

教育传递下来的。 
一、中国古代教育机构和选士制度 
（一）中国古代教育的历史沿革 
1．公元前四五千年就开始了有组织的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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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原始社会主要是口耳相传的劳动教育 
（2）    夏代已经出现了学校教育 
2．西周已经建立了一套比较完整的教育制度 
（1）教学机构：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 
（2）教育内容：“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3）教师队伍：教师由当时的现职官员或退休官员担任，分工明确，级别

分明 
（4）管理制度：初步形成了学生入学年龄及学习年限、考查、奖惩、皇帝

视学等制度。 
3．春秋战国私学 
《学记》、《大学》是世界是最早的教育学专著。 
4．汉代 
（1）开创太学，鼓励地方政府办学，郡国曰“学”，县曰“校”，乡曰“庠”，

聚曰“序”。 
（2）教材：以儒学经典为教材。 
（3）选士方法：察举、征辟 
5．晋代 
（1）    中央学制：国子学和太学。 
（2）    选士制度：魏晋南北朝新增“九品中正制” 
6．唐代：学校体系更加完备，“六学二馆”（国子学、太学、四门学、书

学、算学、律学，弘文馆、崇文馆）健全发展了隋代开始的科举考试制度。 
7．宋代书院制度：六大书院 
（1）    江西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2）    湖南衡阳的石鼓书院 
（3）    河南商丘的应天府书院 
（4）    湖南长沙的岳麓书院 
（5）    河南登封的嵩阳书院 
（6）    江苏江宁的茅山书院 
宋代共建书院 173 所，南宋占 136 所。南宋书院建立了一套严密的组织制

度。在教学上形成了鲜明的特色，对后来的书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是教学活

动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二是教学实行“开放”政策，学生可不受学派的限制，，

允许学生中途易师。三是建立“讲会”制度，不同学派的学者可以往来讲学，进

行学术交流，使不同的思想出现在同一书院的讲坛上，体现了一定的（争鸣）精

神。 
8．明清 
（1）中央有国子监和宗学（贵族学校），地方有府学、州学、县学，边疆

有卫学。明清时期，各级各类的学校体制已相当完备。特别需要介绍的使明清两

代的蒙学（也称乡校、村学、小学）。蒙学教材多是字书，最著名的《三字经》
《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流传广

泛，影响很大。据说，前几年联合国教科文基金会组织已经把《三字经》列为世

界儿童道德启蒙丛书之一，可见其影响之广。 
（2）明清科举制沿袭宋元，分乡试、会试、殿试三种。考试内容限于四书

五经，文体为八股文。 
时代 教育机构 选士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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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 国学、乡学   
春秋战国 官学、私学、如辟雍、泮学   

汉代 中央、地方、私学、如太学 察举制（孝廉贤良方正茂才） 

魏晋南北朝 中央、地方、如国子学、太学 九品中正制 

隋唐 中央、地方、如六学二馆 科举考试制 

宋元 中央、地方 科举考试制（元中断） 

清 中央、地方、如国子监 科举考试制（乡试会试殿试） 

二、 我国古代教育思想的特点： 
中国古代产生了无数著名的教育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是中国文化的重

要组成部分。春秋时的孔子（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

春秋战国之交的墨子（言必信，行必果）；孟子（养浩然正气“富贵不能淫，贫

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荀子（劝学篇“主张日积月累，专心致志”积土成

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契而

不舍，金石可镂”。）；董仲舒，汉代教育家，他认为教育的目的在于化民成性

进行教育。唐韩愈《师说》中认为教师的责任是“传道、授业、解惑”。“弟子

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宋代朱熹提出“循序渐进”与“熟读精思”。

明代王守仁（王阳明）重视“躬行实践”“自求自得”“循序渐进”。明末清初

黄宗羲，治学上反对空谈，提倡经世致用。颜元也是明末清初的教育家，一生从

事教育事业，主讲于肥乡漳南书院。主张教育“经世致用”，教育必须以“实学、

实习”为主，对以上著名教育家的教育思想加以概括，不难发现中国古代教育思

想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色： 
1．一是综合观，即大教育观，突出教育的重要地位，教育作为整个社会大

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它与社会经济、政治的发展有密切的联系。从孔夫子开始，

历代教育家都程度不同地认识到了教育的发展与经济的强盛，政治的稳定社会的

进步的关系。孔子把人口、财富、教育当作立国的三大要素。中国历代统治者，

尤其是处于上升时期或政治清明时期的统治者，如汉武帝、唐太宗等都很重视教
育，促进了教育的发展。 

2．二是辨证观，即对立统一观，强调教育的必要性。在春秋战国时期，人

性与教育的关系已经成为许多教育家注目的焦点。孔子首先提出“性相近也，习

相远也”，肯定人生来性情非常接近，人的差别是后天教育和学习的结果。孔子

还在自己的私学中实践了这一理论。孟子则进一步提出，只要用心学习，依赖后
天的教育，“人皆可成为尧舜”。另外，古代教育家强调要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

同时也不忽视专业知识教育的作用。德智结合，突出德育的重要性。重视人文教

育。 
    3．三是内在观，即强调启发主体的内在道德功能和自觉性。中国古代

教育注重自我修养，强调启发主体以修身为旨归，同西方和印度的宗教相比，中

国古代教育不用到上帝或佛祖那里，而是在自己心中寻找善恶美丑的标准，追求

道德的自律。古代西方的教育场所是宗教场所，而中国古代教育的场所是各类学

校通过学校教育提高学生文化素养。孔子要求每个人的视、听、言、动都要符合

社会规范，并力图做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荀子提倡“一日三省乎已”。

《大学》一书中提出了“慎独”的修养方法，也就是要求自我省察，自我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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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自己独处，没有别人监督的情况下更加谨慎地严格要求自己。这种重视启发内

心的觉悟，相信主体内在力量的观点，是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 
     除了以上三个特点之外，中国古代教育还有以下一些特点：一是学校

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者并重和有机结合。二是注重教育方式的灵活性，

采用灵活的因人因事而异的教育方式。三是德智结合，突出德育、美育重要性。

四是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五是重视人文教育文史哲不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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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 

  

中国古代教育家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概括和总结了自己的教学经验，形成

了某些规律性认识，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教学原则和方法。 
    一、因材施教，启发诱导 

“因材施教”是公认的优秀传统教学思想之一。所谓“因材施教”即根据教

学要求，针对教育对象的不同特点，从学生的实际出发，进行教育，使学生各尽

其才。孔子是最早注意到这一方法并加以实施的教育家。孔子注意到了学生的不

同特点“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根据学生的知识水平、接受能力、

品德、才识等方面确定不同的教学内容和进度。孟子也强调因材施教，注意到了

教学方式的变化，“君子之所以教者五：有如时雨化之者，有成德者，有达材者，

有答问者，有私淑之者。”后来的教育家如朱熹、王守仁都承继了这一优秀的教

学方法。 
启发诱导是调动学生积极性的有效形式。孔子在教学中对能够“闻一知二”、

“闻一知十”、“告诸往而知来”的学生大加赞扬，认为他们有独立钻研，自求

自得的精神，孟子也很重视启发式教育，并形象地喻之为“引而不发，跃如也”

其意是说，教师如同射手，引满了弓却不发箭，作出跃跃欲试的姿态，以启发和

诱导学生。他特别强调培养学生“自得”的兴趣和能力，“君子深造之以道，欲

其自得之也，自得之，则居之安；居之安，则资之深；资之深，则取之左右逢其

源”。 
    二、温故知新，学思并重 
    学习与思考是学习过程中两个决定性环节。孔子提出了学思并重的思

想，主张“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怠；成为历代教育家一致赞同和普遍遵循

的原则。思孟学派在《中庸》一书中提出了“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辩之，

笃行之”的思想，充分肯定了学、问、思、辩、行的相辅相成关系，发展了孔子
的“学思并重”的思想。孟子尤其强调“思”的重要性，甚至说“尽信书不如无

书”。王充更重思考，说“唯精思之，虽大无难”。朱熹重视读书和思考相结合，

“学便是读，读了又思，，思了又读，自然有意”。王夫之说得更透彻“学非有

碍于思，而学愈博则思愈远；思正有功于学，而思之困则学必勤”。这些主张都

是对学、思辩证关系的精辟总结。 
在温故与知新的关系上，古代教育家既重视时习温故，又不忽视探索新知识。

《论语》第一句话便是孔子说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他还说“温故而知新，

可以为师矣”。宋代朱熹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这种思想，认为“故”是“新”的

基础，“新”是的“故”的发展。“时习”能使其所学融会贯通，转化为技能并

应用无穷。他说“温故又要知新。唯温故而不知新，故不是以为人师。“ 
   三、循序渐进，由博返约 

中国古代教育家普遍重视循序渐进的教学原则。孔子的学生颜渊赞扬孔子

“循循然善诱人”，表明孔子善于引导学生由浅入深，有步骤地学习。孟子认为

教学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把教学过程比作流水一样不分昼夜地前进，但在遇

到坎坷时必须一个个的等水盈满才能继续前进，“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

后进，放乎四海”。孟子还以禾苗的自然生长来比喻人受教育的时候，一方面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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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心耕耘，绝不可放任自流，另一方面又切忌拔苗助长，急于求成。后代的教育

家普遍认识到，知识的累积，智力的增长，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 
由博返约是强调教学中正确处理广博与专精的关系。孔子非常重视博学，又

强调用一贯之道去驾驭广博的知识。孟子提出学习深造的途径，不仅要博学而且

还要善于由博返约。荀子认为缺乏广博的知识，就失去了专精的基础，而没有专

精的功夫就会散乱无章，一无所得。王夫之认为，广与专、博与约不可偏废，由

博返约，以约驭博，教学效果才可以提高。 
    四、长善救失，教学相长 

长善救失，就是长于发扬学生的优点，又要善于补救学生的缺点。长善救失

的教学思想是《礼记·学记》提出来。《学记》说，在学习过程中，有的固步自

封，畏难而退，“多、寡、易、止”是学生对待学习的不同心态，教师只有了解

这些心理状态，才能有针对性地帮助学生克服这些毛病。清代王夫之进一步就

“多、寡、易、止”作了辨证的研究。他说“多、寡、易、止”虽各有失，而多
者便于博，寡者易于专，易者勇于行，止者安其序，亦各有善焉；救其失则善长

矣。“多、寡、易、止”各有弱点，但其中又有一定的积极因素，教师要掌握具

体情况，因势利导，发扬优点，克服弱点。 
中国古代教育家还强调教学相长。《礼记·学记》中首先提出了教学相长

的思想，教因学而得益，学因教而日进。教能助长学，学也能助长教，这就叫“教
学相长”韩愈继承与发展了《学记》的“教学相长”的思想，进而提出了“相互

为师”的观点。他一方面肯定教师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又提出了“弟子不必不

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思想。他教人要向有专长的人学习，树立“能着为师”

的观念。 

 

5. 问题讨论 

1、中国古代重视教育的传统对中国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起了什么作用？ 
2、汉代太学与西方的哪些学校同为世界上最古老的高等学校？ 

3、中国古代的教学思想哪些对今天仍富有启发性？ 
6.小结 

中国古代教育家大都直接从事教育教学工作，对教师的甘苦深有体会。对教师的修养有

明确的认识，对如何处理师生关系也有很深的感受。对于教师的条件和修养，古代教育家尤

其重视以身作则、言传身教，孔子要求教师事事处处以身作则，身教重于言教，以自己的模

范行为作为学生的表率，这就是他说的“其身正，不令则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他相信

这种“无言之教”对学生影响和教育的威力是巨大的。荀子认为教师必须具备四个条件，一

是教师要有尊严，能使人敬服;二是教师要有崇高的威信和丰富的教学经验;三是教师需要具

备有条有理有系统地传授知识的能力而且不违反师说;四是了解精微的理论而且能解说清

楚，可见古代对老师的标准是很严的。 

7:思考及作业 

1．宋代有哪些著名的书院？书院有哪些功能和特点？ 

2．中国古代教育思想有哪些？怎样继承其积极因素和发挥其现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