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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

内容概要

本书是全书的第三卷，内容包括宋、辽、金、元、明、清(鸦片战争前)时期的教育，着重探讨中国封
建社会中后期教育制度进一步完善、教育思想进一步深化和教育经验进一步丰富的历史过程及其规律
，并揭示封建教育由发展高峰逐步走向衰败、近代新教育萌芽的历史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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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这时期好多大家！
2、比前两本差，走向唯马恩评价所有理论和实践的极端了，就必然讲不透，也缺乏条理、杂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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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419页

        一.思想基础
心即理，心是世间万物的本质，世界万物及其规律、人类社会的各种道德规范都是由心派生出来的。

二.学习论：
致良知。良知是宇宙的本体，是认识的本体，是道德修养的本体。致良知是认知过程，学习的目的，
也是道德修养的办法。认知不是外求，是体验良知，只要心正了，一切言行自然会符合封建道德规范
。致就是存其心，求其心，守其心，对先天固有的良知要保存它、培养它；致就是去人欲，去蔽害，
是对人欲省察克治的修养功夫。
1.反对盲从六经，提倡自知、自得。
2.反对迷信古圣先贤，提倡惟是之从。
3.反对对个性的束缚，提倡点化、解化和谏师。

三.道德修养论
知行合一。知，是知善知恶，即人们的道德意识和思想意念；行，是为善去恶，即人们的道德实践和
实际行动。重视主观意识的修养，随时克制不良动机的产生，主张悔悟与改过，强调道德修养和实际
活动结合，重视培养道德修养的自觉性，揭示了道德意识对道德行为的指导作用。

四.施教原则
随人分限所及，因材施教、循序施教。
德育和智育相结合，使学生品德和才能都得到发展。

五.儿童教育理论
1.教学方法上，采取诱导、启发、讽劝的方法；
2.教学内容上发挥诗歌、读书、习礼等各门课程多方面的教育作用。
3.教学程序上，要动静搭配、体脑交叉。

2、《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475页

        一.教育与政治的关系
教育作为财、兵、智三纲领之一。
文化教育大权应该在皇上；学用结合；文武结合。

二.教育作用
习与性成。一是影响人的先天之性，使其潜在的认识能力得到增强和发展；二是通过教育和学习，方
能取得知识才能、形成道德观念，即后天之性。三是通过教育可以革除恶习。人性的形成，受天然素
质的影响，受环境的影响，受教育的影响，受学者主观能动性的影响。而要发挥主动性，就必须按照
受教育者本身的认识运动规律，顺乎其性来教育。

三.教育思想
1.教育是启发学生自悟的受业过程。
2.学思集合，以思为主。
3.教学当深知其心，因材施教。因机设教，教之时、教之序；因材启发。
4.学有当务，教必著行。
5.教师应当恒教事、知自明、不泥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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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501页

        一.教育活动
1.教育学生坚定其志、不畏流言。
2.严格要求。要求弟子言行一致，力行实践，注意培养弟子善于判断自己思想和行为的能力。
3.因人质性，各尽所长。
4.讨论德业，规过辩学，教学相长。
5.尊师爱生。

二.教育目的
培养有经世致用的人才，培养德才兼备的各级官吏和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

三.教育内容
1.主张身心兼顾，性形并重。
2.实文、实行、实体、实用。
3.主张文武兼备。

四.教学方法
习行。行先于知，因行得知，实践为基础的认识论。人民获得知识的目的全在于实行、实用，帮助人
民办事，而且只有时间才能辨别出是否是真知。习行是进行德智体教育的主要手段。
1.讲授与习行结合；
2.讲说与辩论结合；
3.讲与练结合。

4、《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528页

        教育目的：培养理民治安的贤才，能够体民情、遂民欲，智仁勇兼备。

经学教育和科学教育：由词通道。以经学教育代替理学教育。提倡实用科学。

教学论：明理解蔽。教育的任务时使学生明理。人皆有通理的材质。须用学习和教育来扩充学问以尽
人之材。

道德教育：强恕去私。
1.道德起源于人伦日常，每个人都有几乎平等的材质，每个人的道德观念和行为都是后天所得。
2.欲是道德的基础，是人的本性，人类社会是一个有欲才有为的社会，欲望促进人努力向上并追求事
物和道德的真理，既要满足人应有的欲望，又不损害别人的利益，做到合情合理、各得其所、各安其
位、各乐其业，天下就可得而治了。
3.平恕去私是道德的基本原则，以己推之及人。
4.尽其必然是道德的最高标准。道德规则必须以自然的法则为准，一切道德的行为均应符合自然的原
则，即理，受条理、法则控制的自然就变为有道德尊严的世界。

5、《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459页

        一.公其非是的学校教育主张
改革学制，实行普及教育。
学校的性质作用。学校不仅是养士育才的场所，而且有议政辅政的作用，应担负改变社会风气、提高
全民精神文明的历史使命。
教师的首要条件是政治条件，在政治条件中最重要的是主张民主，在业务方面教师必须有真才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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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世致用的实学教育
主张文武合一；注意自然科学方面的东西；具有一定的实用性。

三.学用一致的教学方法

6、《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328页

        一.文教政策
1.尊经崇儒，以程朱理学为文教的指导思想。
2.文治天下，以德为本。
3.实行文化专制，大兴文字狱。

二.蒙学
教材：1.重视汉字的特点；2.注意与日常生活联系；3.考虑儿童的兴趣和特点。
教法：1.识字教学。指物识字，卡片识字，书上识字，对比识字。2.写字教学；3.读书教学。读书，背
书，温书。重视良好的读书习惯的培养，重视朗读的指导，强调先理解后记，提倡精读与博览相结合
。4.作文教学。先放后收，多留少改。

三.科举
第一级考试为童试。童生先在州县级考试，由州县长官主考，中试后称为“生员”，通称为秀才。第
二级考试是乡试，是省一级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叫大比，多在八月举行，又称秋闱，乡试中试
者称为“举人”，乡试中举称“乙榜”，乡试第一名为解元。第三极考试称为会试，是中央级的考试
，在乡试后第二年春季第二月举行，又称春闱，由礼部主持，中试后称“进士”，会试第一名为“会
元”。第四级考试叫殿试，皇帝的复试，考中分三甲，一甲三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
赐进士出身，三甲赐同进士出身。举子应试资格是德行、学业、出身。

7、《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86页

        一.胡瑗
苏湖教法：1.重视学校教育，重视人才培养。2.提倡“明体达用”的教育目的，学以致用。3.创立“分
斋教学”的教学制度。经义斋培养文职官员；治事斋的学生每人选学一个主科，还兼学一个或几个副
科，培养各职能机构和部门的专业技术或管理人才。4.因材施教。5.探索新的教学方法。自学辅导法，
图形图表的直观教学，游戏教学，考察游历。6.尊师爱生。

二.张载
人性区分为善的天地之性和恶的气质之性。教育的社会作用在于“敦本善俗”，教育在人的发展中的
作用在于“变化气质”。首先要教人懂得如何做人。
把道德教育放在首位。存身存性。穷理，尽性，穷神知化。恰守古礼，认为理是天然合理的，永恒不
变的。
道德教育的原则和方法：养于正蒙，立志崇德，集义养气，克己复礼。
闻见、穷理、尽性的认识论。
教：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把握恰当时机，启发式教学。
学：勤勉不息，虚心善问，博学精思，解疑求新。

三.程颢程颐
教育的作用：社会作用：育人才，一道德，正人心，美风俗。对人的成长作用：变化气质。
教育内容：四书五经
道德教育：立志，存诚，主敬，养心，寡欲，养正于蒙、禁于未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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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思想：格物致知以穷理。因材施教，启发诱导，循序渐进，守约贵专，读经致用。

四.王安石
改革学校教育制度，提高了学校教育的地位，明确了学校教育在社会生活和培养人才中的重要作用，
提高和确定了专门学校的地位。各类学校规模扩大，数量增多，教师学生稳定，教学秩序和质量得以
改善，学校实行分科设置、分科教学，有利于专门学术和技艺的发展和提高。学校教学既中理论学习
又重实际锻炼，严格考核，奖惩分明，有助于实用科学的发展和使用人才的成长。
改革科举考试制度和学校教育制度，着重于制度上的变更，《三经新义》的修撰和颁行着眼于理论体
系和学术风气的改造。
教育理论主张：1.重视学校教育的地位和利用。2.学校教育应该培养经世致用的有用人才。国家必须改
变取材标准，教育内容必须更新。培养目标应做到读经致用，广识博通，文武兼备。3.强调后天学习
锻炼的重要性，必须有正当合理的方法、遵循固有的规律。

五.朱熹
要明确教学目的，端正教育方向，继承古代教育的优良传统。教育的指导思想应以“明人伦为本”，
要教人以“德行道艺之实”。
把学校教育以年龄、心理特征为依据划分为小学大学两个阶段，确定了两者在任务内容和方法上各有
侧重和特点，既肯定了他们之间的区别又肯定了他们之间的联系，阐明了小学教育是大学教育的基础
，大学教育是小学教育的扩充、深化和完成，主张小学教育和大学教育都应受到重视，并力求使之协
调发展。
道德教育：存天理，灭人欲，变化气质。1.思想灌输与行为训练相结合，知、情、意、行四个基本环
节，即灌输道德知识、培养道德情感、磨砺道德意志、躬行道德实践。2.道德教育的阶段性和连续性
相结合，循序渐进。3.正面引导与规范严防相结合。4.高远处着眼和细微处入手相结合。
穷理，格物，致知，知至。
教学原则：启发诱导，教师调动学生的积极主动性；学思结合，采用比较众说异同的方法；博专兼顾
，先博后约；温故知新。
读书法：1.循序渐进；2.熟读精思；3.虚心涵泳，要反复咀嚼，深刻体会数字的旨意；4.切记体察，心
领神会、身体力行；5.着紧用力，要抓紧时间，要振作精神；6.居敬持志，读书必须注意力高度集中、
全神贯注，还要有远大的志向、顽强的毅力。

六.陆九渊
教育作用和目的：明理、立心、做人。
道德教育：1.存养，寡欲，从日用处开端，保吾心之良，主要靠自我反省；2.剥落，去吾心之害，需要
教育手段，需要师友切磋。
教育思想：自存本心，道不外索。优游读书，自立自得，注意心教。
道德教育（与朱熹比较）：整体上明了，不是逐一理解；尊德性，不是道问学；提倡独立思考，不迷
信书本圣贤；强调躬行践履，反对学而不用。

七.事功学派：陈亮、叶适
教育理论：求实用、讲功利、论真才。
教育目的：教人做人，培养明道义、有实学、德才兼备、文武兼资、博学多能、智勇仁义的人。
教育内容：从六经中所载的治迹治道中得到参证，因时因事，用于民生日用之间。研究历史上的兴亡
成败，考订各代名物制度，把历史文献知识作为重要的教育内容。主张广通博洽，百家皆可教学。重
视艺能，提倡艺能以理百事。
教学方法：学以致用，立的放矢。刻苦磨练，不断积累。大胆批判，勇于创新。严谨治学，师友讲论
。

8、《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3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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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文教政策
1.兴学设教以加速封建化的进程；
2.发展教育以促进民族大融合与中外文化交流；
3.重才养士以增强国力。

二.完颜雍
人才是治世之必须。人要以才学品德为主，不要求全责备。要打破日月资考和以高卑之差的常规戒律
。对所需人才，要能及时发现，趁其年富力强之时用之。
重视发展教育事业，大力健全科举制度。强调读书向善，主张修身养性。强调教育与培养忠孝人才的
关系，突出教育的作用。

三.元好问
重视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化民成俗，培养人才，繁荣国家。
重视人才的选拔和任用。强调人尽其才。科举取士应起到促进士风改善、教育普及、人才成长的作用
。
广博实用的教育内容。
广求师，重交游的治学方法。

四.耶律楚材
以儒治国，尊孔兴学。
以佛治心，修身养性。

五.许衡
把人性分为本然之性和气质之性，受气的清浊影响，使天赋的天理、明德受到不同程度的遮蔽，应该
变化气质，通过兴办学校使之去昏蔽、复明德、见天理，使上下各尽职责、遵行天道。强调弃物而反
求于己，从自身去体察，从本心去求良知。
道德教育。认为人具有天赋于人类的良心，良心中蕴藏着性。人的良心本来是善的，其所以为恶，一
因气禀所拘，一因物欲所蔽。所以道德教育的功用，一则培养已有的善端，开发未来的善端，一则防
止未来的恶端，割除已有的恶端。持敬，谨慎，审察。
教学方法：尊重学生，热爱学生。因势利导，因材施教。循序渐进，戒骄戒躁。用人当用其所长，教
人当教其所短。

六.吴澄
人性是得之于天的，天理便是人本然之性的反映，人之所以有善恶不同，全在于气质上的区别。人皆
可通过教育识见天理，发展和回复自己的本然之性。从自身去发现，从本心去求善端。反求诸己。变
化气质。
把一切只是都归结于内心灵感的作用，是天生智慧的结果。主张学习四书五经。实悟，读书必须深入
思考，不能只限于了解文字表面的意思，要确实领会书中深刻的道理。实践，学习必须付诸于行动，
通过自己亲身的体验躬行，得到真实可靠的知识。两者统一于心，同时兼尽。读书穷理和内求本心二
者缺一不可。
道德教育。主敬，主静。存天理，灭人欲。格物，研精；诚意，慎独。

9、《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6页

        一.文教政策
第一，重文。第二，尊孔崇儒，重整封建纲律伦常。第三，提倡儒佛道融合，为理学的产生和发展准
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官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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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对象的等级限制放宽，满足了庶族地主阶级的要求。官学教育管理体制和体系进一步完备。官学
设科进一步加强。官学教育经费的确定，颁置学田。官学私学和书院相辅相成。社会教育学校教育和
家庭教育都重视，并力求使之协调一致。
对地方官学给予高度重视。设立地方教育行政机构，委派专人负责。选派或自择合格人员任教。转拨
学田，保证办学经费。地方官学按三舍法升补太学，建立起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的联系，调动士子入
地方官学的积极性。

三.蒙学
当儿童开蒙之际及时施以正当的教育。教育内容主要是进行初步的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
学，以识字、写字、背书为主。重视学习态度的培养和学习习惯的养成。重视对基本知识的熟读牢记
。道德品质的培养与知识教育紧密结合在一起。十分注意生活仪节和行为习惯的训练。注重儿童的学
习兴趣。
宋代的蒙学教材有分类专写的倾向，伦理道德、历史、诗词歌赋、名物制度、自然常识渐有专书。伦
理道德教育的内容大大加重。农工商各行各业知识和技能组建充实进蒙学教材。
注意采用传统的教材，又重视教材的更新。著名学者直接进行或参与编写蒙学教材。蒙学教材把以识
字为主、传播基本知识和培养伦理道德规范紧密而巧妙的集合起来，注意体裁多样化。切合儿童的特
点，善于将重大的政治要求与儿童生活日常结合起来，言简意赅，通俗易懂，便于记诵。

四.书院制度
南宋书院的勃兴主要表现在：书院数量空前增多，规模扩大。书院活动内容更加充实和丰富，藏书、
供祀、讲学。书院进一步制度化，订立了比较完备的条规。
南宋书院的勃兴是由于理学的发展促成的。南宋官学的衰落是直接原因。南宋科举制度的腐败是重要
原因。佛教的影响。印刷术的发展。统治集团内部斗争。

五.科举考试制度
科举考试制度的加强。第一，增加科举取士名额。第二，期考录取后的待遇。确立殿试制度，科举及
第即可授官。第三，完善科举考试制度。不准朝廷官员推荐考生应试，限制主考官的权力，限制大官
僚及世家子弟的应试特权，严格考试纪律。
学校育才与科举取才的关系问题；德行取人与以文取人的争论。

六.科技教育
1.辩证思维方法的培养。
2.数学教学计划杨辉《习算纲目》的问世。
3.实验、演示、观测方法的广泛使用。
4.教学仪器与设备的增设。

10、《中国教育通史(第三卷)》的笔记-第438页

        一.人性论与教育作用
离气无性。精神离不开物质，物质是第一性的，人性是第二性的。人性先有其自然属性，然后有其社
会内容。
性成于习。环境与教育在人性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人生而具备可习的人性基础，与生俱来的人性
有待完善，肯定人性的后天习得。

二.认识论
1.思与见闻之会。人的认识能力是无线的，知识的获得在于见闻与思考的结合，由感知而获得见闻，
又由思维对见闻进行加工而形成知识，知识来源于见闻，形成于思考。
2.行一事即知一事。由内而外的过程，即行。通过观察实验去获得真知，通过实历获得知识。
3.主张类推、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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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不迷信古人，只要言之有理亦可信。对待前人的态度是论其是否合乎道真，力主独立思考和察验、
实历。

三.学习论
学习目的：修身济物。修身，对自己而言，改变气质；济物，对世而言，学求适用。
学习要求：修养兼为道德过程与认识过程，兼有道德目的与认识目的。道德修养服从一个根本的要
求--利国利民。学必须先养心性，造成一种不带任何偏见、不受外物干扰的学习心理状态。修养不仅
表现为心灵活动，还是外在的言语活动与行动；动静结合。
学习方法：博约结合，学思结合，学行结合。记诵，情思，践履；学-思-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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