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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古代教育的特征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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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我国古代教育在小农经济、中央集权政治和伦理型传统文化等大背景下呈现出显著的特征，即政教合一，教
育内容重伦理轻技术，教育方法倾向于经院主义，教育权利不平等以及官学私学并存，书院林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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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古代教育是指鸦片战争以前的教育，大致包括
夏商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两个时期的教育。漫长的几

千年历史中，我国教育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完善。受经

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影响，各历史朝代的教育不尽相同，

甚至存在很大差异。然而，正如小农经济、中央集权政治

和伦理性文化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一样，教育也呈现出一

些共同的特点，这便是本文所要寻找和揭示的区别于外

国、区别于近现代的我国古代教育的特征。

１　政教合一
“政教合一”作为我国古代教育的一种基本模式，指

的是政治和教育紧密相连的现象，即政治和教育在古代

社会中的一致性。这种一致性主要体现为三点：一是教

育作为一种政治工具，为政治服务；二是教育与选拔政治

人才紧密结合，教育直接通往政治；三是官学中以吏为

师、官师合一。

纵观我国古代教育，无论官学还是私学，教育都离不

开与政治的直接关联。早在奴隶社会的夏、商和西周，教

育就作为国家的重要社会活动，由奴隶主贵族控制，并由

政务官员主管。国家在国都和地方设立学校传授“六

艺”，为奴隶主贵族培养忠臣、武士和顺民，以为政治服

务。自秦汉以后，地主统治阶级更重视教化，通过制定文

教政策，兴办官学，插手私学，对广大民众进行思想渗透

和政治权利诱惑，从而牢牢巩固自己的统治。春秋战国

时期，“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然而私学的出现并未真正

改变政教的分离，私学组织发展的代表—稷下学宫，是一

个具有浓厚政治色彩的学术机构，“论国事、议政事、言治

乱”是稷下先生们学术活动的主题。此外，发轫于唐而盛

于宋初的书院，其政治色彩也日益鲜明，一方面是政府加

强对书院的控制，另一方面是书院本身就是学者议政的

场所。

孔子认为只有经过教育和学习才能取得官职俸禄，

即“学也，禄在其中矣”。孔子的学生子夏提出“学而优则

仕”，后来发展为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一条基本原则。汉

武帝独尊儒术后，实行“察举制”，明确提出以儒家的经术

和才、德观为标准来选拔官吏，在此，读书做官教育模式

得以初步形成。始创于隋朝的科举制度与教育紧密联系

在一起，影响了之后的整个古代教育，将读书做官模式推

向了极端。

据考察，夏朝就有了官学，所以，可以说官学几乎贯

穿整个中国古代教育史。有朝廷直接举办管辖的为中央

官学，由官府按行政区域在地方设置的学校为地方官学。

官学中的教师叫学官，都属于朝廷的官员，即“以吏为师”

“官师合一”。《礼记》记载的学官有大司乐、大司徒、大乐

正、小乐正等，汉代开始设五经博士、博士祭酒等，隋以祭

酒、司业为国子监正副职总领，唐承隋制，宋设提举学事

司，明设提督学校官，清设提督学政，他们都受朝廷

俸禄［１］。

“政教合一”教育模式，使教从政出，教育制度与政治

制度合一，赋予教育极强的国家功利主义价值，使教育目

的的确立、教学内容的选择都已被政治化。我们应该辩

证看待这一教育模式：一方面，它引导学生参与政治，关

心国事，树立以天下为己任的责任感，强调国家利益和集

体责任感，从而有利于民族团结和国家强盛；另一方面，

它忽视了个人的利益与价值，忽视了个体的独立和自由，

从而束缚了个人主动性和创造性的发挥，又不利于个人

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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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重伦理轻技术
中国文化是伦理型文化，中古代教育也可以说是伦

理性教育，重视人的教的修养［１］。通观我国古代教育的

内容，多数是关于伦理道德的，很少关乎生产技术。

起源于夏，发展于商，完善于西周的“六艺”，即礼、

乐、射、御、书、数，看似囊括了伦理道德、技能技巧、文化

知识三个方面的内容，其实不然。在六艺中，“礼”居于核

心地位，而“射”“御”也是体育、军事教育，无关生产技能。

孔子就轻视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传授的知识局限

于做人和从政，“君子谋道不谋食”，即君子不必参加物质

生产劳动。《论语·述而》记载：“子以四教：文、行、忠、

信。”孔子以文献、品行、忠诚和守信教育学生。文献主要

指传统的《诗》《书》《礼》《易》《春秋》等文化典籍。品

行、忠诚和守信实际上是指道德教育。孔子主张“行有余

力，则以学文。”把道德教育放在人才培养的首位。道德

教育没有专门的教科书，而是贯穿到文化知识的学习中，

文化知识也是为道德教育服务。“文”的基本内容包括

“六书”，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书”是

孔子亲手编定的我国历史上第一套教科书，除《乐》散佚

之外，其他儒家经典成为汉代以后我国封建社会官学和

私学使用的基本教科书，它们与四书（《大学》《中庸》《论

语》《孟子》）一起成为隋唐之后科举考试的主要内容，即

“四书五经”。

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中，墨家和名家是重视

科学技术的。墨家为帮助兼士获得“各从事其所能”的实

际本领，大力实行生产、军事等实用科学知识教育和数

学、光学等自然科学知识教育，取得了出色的成绩［２］。但

是，这类教育思想在当时以及整个古代时期都没有取得

应有地位，被湮没在历史潮流中。

我国古代也有知识分子从事过科学探讨，如华佗、李

时珍、祖冲之、张衡、徐霞客等，他们的科学实践给后人留

下了宝贵财富，却也只是极少数。此外，中国古代闻名世

界的“四大发明”，彰显了我国科学技术的先进和高超，但

并没有被学校教育吸收推广，仅停留在民间传播和特定

领域。顾远明等教育专家在编纂《教育大辞典》时，收集

了教材２６２本、教育读物２５２本，其中伦理道德教育的教
材占绝大多数，而关乎自然科学内容的只有寥寥 １０
余本［５］。

我国古代教育重伦理轻技术的传统，使我国形成了

高尚的道德准则、完整的礼仪规范和优秀的传统美德，世

人称为“文明古国，礼仪之邦”。也影响了我国科学技术

的发展，为我国近代的屈辱史埋下了伏笔，影响着我国职

业技术教育的发展。

３　经院式教育
按照德国学者雅斯贝尔斯的描述，经院式教育关心

的是知识传统的“继承”，教师的职责只是照本宣科，并不

身临其境地参与到原始的科研工作中去。所有的知识都

已经被按部就班地加以系统化。在这种教育模式下，学

生获取的只是那些中规中矩、传而久之的东西。

说到古代人读书的场景，我们脑海里一定会浮现出

众多学生手捧着书，在老师的带领下边晃头边背诵或一

人在书屋拿着书，一圈又一圈地转动头部。可见我国古

代学习的方法就是朗读和背诵，所谓“读书百变，其义自

见”，“熟读唐诗几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老师照本宣

科，学生死记硬背，不求甚解，这便是经院式的教育。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方法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内容体现目的，目的和内容决定方法和手段，教学方法服

务于教学目的、内容［３］。我国古代教育的目的是培养君

子、圣人，实际上就是培养统治阶级的人才。教育内容是

伦理道德知识，所以教育教学方法理所当然是传授和灌

输。所谓知其然，而不必知其所以然。背诵记忆的方法

有利于巩固基本知识，却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和

创新精神。这一教育传统至今影响着我们的思维方式和

求学精神。

４　教育权利不平等
我国古代教育权利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阶级不平等，二是民族不平等，三是男女不平等。

阶级的不平等主要体现在官办学校中。从氏族公社

末期开始，部落显贵世袭就引起了教育的变化，教育设施

呈现出等级差别。夏商周时期，受教育阶层主要是奴隶

主阶级，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民”。又如汉朝的宫

邸学以宫人为教育对象，西晋的国子学规定官品第五以

上的子弟方能入学。隋唐之国子学依旧有入学限制，专

收贵族高官子弟。宋朝时官学既国子学、太学、辟雍、小

学，均有对入学者身份的要求，辽金等都重视对贵族的教

育，贫民受教育困难。明朝的国子监、宗学、武学，清朝的

国子监、宗学、觉罗学都对入学资格进行了限制。

中国古代史是一部民族冲突和融合史，在教育领域，

也不乏民族歧视。元朝统治者将国人分为四等即蒙古

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四等人在科举考试中的考试题

目、答题要求考试结果等方面的要求各不同，蒙古人和色

目人占明显优势，歧视汉人和南人。

我国古代，对女性的歧视特别严重，整部古代教育

史，找不到女子教育的影子。一句“女子无才便是德”把

女性拒之学校门外。自夏商周三代开始，男子便基本垄

断了学校、私塾等各种官、私教育资源，女子一般只能接

受家庭教育。古代女教允许女子所掌握的知识，基本停

留在识字、记数以及浅易经书的启蒙教育水平。教育内

容则限定于封建伦理道德教育和家政技能教育。其中封

建伦理道德教育内容包括“三纲五常”和“三从四德”，家

政技能教育则包括烹饪纺织、采桑养蚕等持家技能训练。

当然，中国历代也不乏一些女性因家庭环境优越而有幸

接受高深的文化知识教育，例如并称中国四大才女的蔡

文姬、李清照、卓文君、上官婉儿（或班昭）［４］。但是，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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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众的文采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优越的家庭环境，在中

国几千年历史长河中，才女如凤毛麟角，不能代表广大

女子。

５　官私并存，书院林立
官学和私学并存，二者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补的，共同

促进我国古代教育的发展。官学自夏朝以来就一直存

在，它由统治阶级操办，通过培养良民、忠臣和阶级统治

人才，直接为政治服务。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

私学兴起于春秋，繁荣于战国，在秦朝时期被禁止，

但汉以后得以恢复并一直保留下来。私学相对于官学而

言，最大的特点在于“学在四方”“有教无类”以及官师分

离。私学的教育内容并不局限，其培养目标多样化。私

学的产生和发展打破了西周以来“学在官府”“礼不下庶

人”的由国家垄断教育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我国古代学

术文化的广泛传播和学术下移运动。它适应了社会发展

的需要，在保存、传递、发展和提高中华传统文化，提升中

华民族道德水平过程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书院是我国古代特有的一种教育组织形式，它是在

继承私学传统，吸取宗教特别是禅林精舍讲学形式和官

学经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１］。我国书院兴起于唐繁荣

于宋，元朝以后日趋官学化，并最终沦为科举的附庸。北

宋有六大著名书院，即白鹿洞书院（江西九江）、岳麓书院

（湖南长沙）、应天府书院（河南商丘）、嵩阳书院（河南登

封）和石鼓书院（湖南衡阳）。在当时社会上产生了重大

的影响，也闻名至今。

书院在组织管理和教学方面有鲜明的特点。首先，

书院组织机构简单，专职管理人员少，其负责人一般由著

名学者担任，既是主讲人又兼管理工作，称为洞主、院长

等；其次，书院利用学规进行规范化和制度化管理，管理

原则具有民主色彩，书院师生可来去自由，大师自由讲

学，学生自由择师；再者，书院既是教学组织，又是学术研

究机构，其教学不拘泥于一家之言，允许不同学派之间的

争鸣；此外，书院内师生关系融洽，学生往往慕名而来，师

生之间以诚相待，结下了深厚的感情。

书院是传统文化的产物，它在中国历史上存在１０００
多年，虽然后期官学化，甚至沦为科举的附庸。但是书院

的优点不可忽视，它作为我国古代传统文化遗产中的瑰

宝，是近千年来我国传统文化传承的物质依托，对人才的

培养和学术的繁荣作出了重要贡献。

综上所述，虽然我国古代教育历史漫长而久远，各个

朝代的教育现象纷呈，但犹如中国的文化，总有一些固定

的线索牵引着各个时期的教育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发

展，比如说儒家思想，它的政治色彩、等级色彩、伦理色彩

和私学色彩，是中国古代教育呈现政教合一模式、教育内

容重伦理轻技术，教育方法倾向于经院主义，教育权利不

平等以及官学私学并存，书院林立等特点的思想渊源。

所以，我们可以透过繁杂的教育现象归纳其特点，并进一

步寻找它们的文化和思想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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