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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先奏时期是中华民族由原始氏族社会发展为奴隶制社会，并向封建制社会过渡的时期，也是中国教育
由自发状态发展为自觉活动，教育思想由萌牙到比较成熟的时期，是整个中华民族教育思想的奠基阶
段。
　　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墨、道、法四家。他们的教育思想所反映的政
治目的都各不相同，反映在教育上，儒家重理性，主致用，讲启发；墨家重实践，主工艺，讲事功；
道家尚直觉，崇思辨，论辩证；法家尚法制，重赏罚，因参验。总的说，他们都在着重追求对人的培
养以实现对现实人生价值的实现，只是各家所施之内容和某种途径不尽相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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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写得好清晰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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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235页

        孟子的教育思想
对孔子教人做人思想的弘扬与发展。明人兽之别，恻隐之心、羞耻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创立
人格教育，明人伦，性相同。以四端说为实施人格教育的基本出发点，以实现仁政和培养大丈夫为人
格教育的基本目标，以人格的力量来培养人格为人格教育的基本动力，以成人在人境为人格教育的基
本途径，都是围绕确立封建人伦关系这一内容服务的。

论教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因材施教，诲人必以规矩，启发善言，易子而教，不言之教。论学的基本原
则和方法，主动积极，专心致志，循序渐进，坚持有恒，由博返约，自求自得。伦理道德教育的基本
思想，以仁义为核心的道德教育内容，从自我做起，正确处理对待人际关系，时间仁义从孝悌开始。
论道德教育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善治养气，反求诸己，知耻改过和与人为善，存心养性和养心寡欲，
培养锻炼意志。

荀子的教育思想
化性起伪，论教育对人性的改造作用；积靡使然，论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培养目标，博大精深无
所不明的圣人、大儒。人才取用思想，取人有道、用人有法。人性恶，通过道德教育和法制使人修身
，还有巨大的社会功能。以礼为纲的道德教育内容。道德教育的方法，师法之化，良师益友；积善成
德，积极主动；注错习俗，逐渐养成良好的习惯；善假于物，借助客观条件；以行知道，考理性思维
的认识。

教学的基本思想，闻见知行的教学过程。教学的基本内容，儒家经典。教学的原则和方法，虚一而静
，锲而不舍、去塞除蔽，学以致用。师生关系，言必称师、隆师亲友；教师地位，君师并称；教师作
用，正礼兴国；教师条件，师术有四。

多规格多层次的培养目标，和有关取人用人的赏贤使能等思想，把儒法两家的主张融合起来。隆礼与
重法相结合的教育思想，强调礼法结合。学思行结合，对教学方法的贡献。

2、《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594页

        疾学、善学；尊师、尽智竭道以教；重视音乐教育，和乐、正声；知士、爱士、举贤、用贤。

3、《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164页

        论教育兴利除害的社会政治经济功能，上说下教。论有道相教与劝子于学的积极作用。论理想人
格的培养与塑造，兼士，兼相爱交相利；厚乎德行、兼爱、正义、刻苦简朴、守纪奉公，辩乎言谈，
博乎道术，理想人格的基本标准；尚贤使能，人才使用的功利原则。教学原则和方法，合乎志功、辩
乎言谈，主动性与实践性相结合、不叩必鸣，学必量力、因材施教。

4、《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1页

        先秦时期是中国教育由自发状态发展为自觉活动、教育活动由萌芽到比较成熟的时期，是整个中
华民族教育思想的奠基阶段。

夏商时期的学校都是由国家控制、官府垄断、官师一体、政教合一。西周学在官府。周公旦开始认识
到人的价值，提出了敬德保民的教育思想，以彝教为规范，制作乐礼，开六艺教育思想之先河，气场
尊贤礼士，主张修德、节性以加强人的修养，为确立中国教育非宗教性的主导特色提供了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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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士阶层的崛起和迅速扩大，标志着我国古代知识分子阶层的形成。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开
创了教人做人、塑造完美人格的以人为本、以学生为主体的富于理性精神的教育。孟子继承孔子的仁
的思想，从人性善出发，从内入手，主张教以明人伦，强调人的主观内在修养，完美人格的塑造，建
构了完整的中国古代高尚人格的教育思想体系。荀子以仁性恶为绩点，从外入手，继承孔子的礼的思
想，融入法，播学传经，力主化性起伪，学为圣人。礼记做了一次全面的综合性的总结。从教育制度
理论思想的建设，到家庭教育的论述；从教人做人的格致诚正道德修养思想的发展完善到修齐治平理
想人格的社会投入与实现；从完整的教学思想体系的设计，到论师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作用地位；从理
论层次，总结了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在培养人和在整个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即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
设中的崇高地位以及巨大的作用和功能。

先秦诸子百家中，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是儒墨道法。儒家重理性，主致用，讲启发；墨家重实践，
主工艺，讲事功；道家尚直觉，崇思辨，论辩证；法家尚法制，重赏罚，因参验。绝大多数都十分重
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为社会改革靠人才，人才成长靠教育，人人都应受教育，人人都可受教育；
认为理想的人格首先要具备完美的人格，教育的基本目标在于塑造完美的人格；认为完美人格的首要
条件在于德行、情操；认为人才的成长不仅要靠师长的教诲，更要靠个人的自学。

5、《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50页

        教人做人的教育，面向人生的教育，非宗教的教育，人格的教育，培养目标是完美人格的人，道
德高尚是基本特征，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社会为本位的教育，人不能离群，对社会抱有很强的责任心
，积极入世与从政的教育。以礼为道德行为规范的教育，礼时社会性的道德规范。

富于理性精神的教育思想。以义抑利、重利轻义，主张个人的利益和欲望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和
道德原则。以智驭情，理智的对待自己的情感。独立人格的理性精神，顶天立地的大丈夫、兼善天下
的志士。据理设教，人道设教。

重视提高学生的道德自觉，培养其自我修养的能力。培养人生理想、追求高尚境界。培养自我认识与
自我控制的能力，自省、自克。培养善于改过的品德。提倡践履躬行的德育原则，言行一致、力行勇
为。笃行道义。

教学原则的论述。编订教材的原则，述而不作，少而精，以教学目的为旨归，边编边教。课程设置的
原则，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教学过程的原则，启发诱导、
举一反三，学思并重、一以贯之、由博返约，因材施教、知人、因人、因机、开发、尽材。

教学思想的辩证法因素，中庸之道。注重从整体上把握教育活动，使其思想具有朴素的系统观；善于
发现教学活动中的各种矛盾，揭示了其中众多相对而成的范畴；力求使教育的矛盾运动趋于中和，形
成了和谐发展的教育观。

6、《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1页

        人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相互促进的。人类社会由蒙昧状态进入文明时代，
教育也随之由自发形态上升为自觉活动。人类社会的进步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最基本的物质条件，教
育则是推动人类社会由蒙昧状态，进入文明时代的重要桥梁。文字的产生和学校教育的萌芽，标志着
教育由自发形态上升为自觉活动，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社会已经由蒙昧状态进入了文明时代。人类社会
的进步呼唤着教育的革新，而教育的重大变革又预示着或推动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在春秋战国时
期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度，教育也由私学取代了学在官府，而私学的博兴也标志着并加速了奴隶制的
瓦解和封建制的兴起。秦汉之后，随着统一的完备的封建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不断完善，统一的封建
教育体系也逐渐形成和日趋成熟，而统一的完备的封建教育体系对维护和发展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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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终发挥着重要作用。封建教育的盛衰，和封建制度的存亡息息相关。我国封建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
社会关系的变化和基本政策的调整，总会引发出教育上的某种变革，而教育上的重大变革也往往成为
社会变革的先导或归宿。明中叶以后，在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和西学东渐、实学教
育的兴起，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伴随着外国列强的入侵，封建制度的腐败，教育上也随之展开了学校
与科学、新学与旧学、西学与中学之争。封建社会的解体和封建教育的衰败正是互为表里的。同样，
近代社会形态的孕育同近代教育的萌芽也是互为表里的。辛亥革命的发动和成功、资产阶级民主共和
国的诞生同资产阶级民主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是相互促进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无产阶级领导的新
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和胜利，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产生和成熟更是密不可分的。新中国成立后，随着
中国社会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幼，又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转变，
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化，教育也相应的完成了或正在实现着三次重大
的转变，即由新民主主义教育向社会主义教育转变，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教育向以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为中心的教育体制转变，由计划模式向市场模式转变。

教育思想来源于教育实践，又指导教育实践，并接受教育实践的检验。教育思想的发展，除了要总结
和吸取前人和当代的教育实践经验之外，还是需要依靠和借鉴人们对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
宗教等各种社会现象的认识结果，特别是有赖于哲学、伦理、历史、文学等文化背景和传统。教育实
践的发展除了教育思想的指导之外，还必须具备各种教育设施等物质条件。

一种教育思想占据主导地位一般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符合当时社会发展的要求；同当时的教育实践保
持了紧密的联系；善于融汇教育思想的历史传统和各种教育思想的长处。

7、《中国教育思想通史 第一卷》的笔记-第318页

        对学校体系和学制建设的论述，国学、乡学，大学、小学；对视学典礼和养老制度的论述；对学
校奖惩制度的论述；对考核升迁选任制度的论述；早期教育的思想。

论教育的社会功能，建国君民、化民成俗；论教育的培养目标，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格
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提价治国平天下；论教育的社会功能与培养目标的一致性。论教育与人的关系，
率性修道之教，至诚尽性之教，慎独节欲之教。论教学过程的知行观，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温故
而知新。论仁义礼乐之教的巨大作用，成人作用、社会功能、心理基础。

论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师道尊严，慎于择师，教师的独立人格。论教师的职业意识与道德修养，忠于
职守、学而不厌诲人不倦、强学、博学、达道、成德。论教师的智能结构与师生关系，懂得教育理论
，掌握教育规律；多方启发，善于施教；要有精深的学问和广博的知识；亲师。

学记。教与学成败的关键，善教，志学、乐学、善学。教与学的关系，教学相长，预防性、及时施教
、循序渐进、观摩性、启发性、长善救失、劳逸结合、讲解回答的教学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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