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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教育史是研究中国和外国教育沿革的一门学科!也是教育

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中外教育简史$是为了学习和研究中外教育史而编写的一部教

学参考书"该书分为上%下两篇"上篇主要介绍自古以来中外教育

制度的沿革!包括教育的起源%教育的形式%教育的制度%教育的政策

和教育的实施"下篇主要叙述古今中外教育家的教育思想%教育理

念和教育流派的教育主张"

学习#中外教育简史$要注意把握以下三个关系&一是中国和外

国的关系"中国和外国虽然在文化传统%历史背景和所处环境等方

面有很大区别!但同在一个世界!思想%理念%文化%教育等方面都会

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应该相互借鉴"二是教育和经济的关系"教育

在历史的长河中!总是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也明显地

制约或促进教育的发展"三是历史和现实的关系"从远古到现代!

历史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了解历史%学习历史%研究历史必须为现

实服务!以促使和保证教育沿着科学正确的方向发展"

最近!中共中央审议并通过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

纲要'

!"#"

(

!"!"

年)$!强调要坚定不移地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

战略地位!要把改革创新作为教育发展的强大动力!要把促进教育公

平作为国家基本教育政策!要把提高质量作为教育改革发展的核心

任务"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编写#中外教育简史$!学习#中外教育简

史$!对于落实党和国家关于教育的大政方针具有特别重要的实践

#

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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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

#中外教育简史$的编写主要是面对非教育类本科生和非教育类

研究生学习研究使用!也可以供一般教育爱好者阅览"该书由李全

生先生在多年讲授教学的基础上!拟定内容%纲目%体例和统稿!由肖

凤翔%张建华%吴晓春负责修改和完善"参加本书各章编写的是&陈

霞玲%梁娈'第一章)!尹红坤'第二章)!赵昕%郭瑞'第三章)!梁娈'第

四章)!徐桂珍%冯学超'第五章)!王彩萍%罗沛荣'第六章)!唐国强

'第七章)!王慧'第八章)!李强'第九章)!闫喜娟'第十章)!张娴'第

十一章)!李焕峰'第十二章)"

该书编写过程中参阅%借鉴和引用了很多专家%学者%同行的观

点!在这里表示诚挚的谢意*

由于编者水平所限!书中会有很多不妥%不当%不足甚至错误之

处!恳请专家学者和广大读者提出批评指正"

编
!

者

!"#"

年
$

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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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古代教育

在远古时期#教育没有固定的场所#也没有专门的教职人员#人

们在生产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进行学习#这时期的教育#是一种非形式

化的教育$随着社会生产的发展#在古代中国%古埃及%古印度%古希

腊等地出现了早期学校的雏形#教育开始向形式化转变$约公元前

!#

世纪#中国进入了奴隶社会#经过夏%商%西周三代$夏朝出现了

学校#在夏朝学校教育的基础上#商朝萌芽了官学教育制度#西周进

一步继承和发展了官学教育#建立了典型的政教合一官学教育制度$

古希腊逐步建立起完整的教育体系#形成了丰富的教育理论#是西方

教育的发源地$在众多希腊城邦中#希腊的学校教育以斯巴达和雅

典为典型#他们的教育特色最为鲜明$古罗马的教育发展深受古希

腊的影响#是古希腊教育的继续$

第一节
!

古代非形式化教育概况

一!教育的起源

'一)关于教育起源的两种观点

资产阶级关于教育起源的观点#主要有以下两种$

#+

生物起源说

生物起源说认为#人类教育发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

能活动$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利托尔诺%沛西&能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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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

#&%#

'

#)"!

"在其所著(动物界的教育)

一书中认为#教育是一种生物现象#教育起源于一般的生物活动$利

托尔诺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把动物界生存竞争和天性本能看成是

教育的基础$按照他的看法#动物是基于生存与繁衍的本能而产生

了把*经验+%*技巧+传给小动物的行为的#这种行为便是教育的最初

形式与发端$

英国教育家沛西&能!

#)&'

'

#))*

"在(教育原理)中认为,*教育

从它的起源来说是一个生物学的过程#不仅一切人类社会有教育#不

管这个社会如何原始#甚至在高等动物中也有低级形式的教育$我

之所以把教育称之为生物学的过程#意思就是说#教育是与种族需

要%种族生活相应的%天生的#而不是获得的表现形式-教育既无需周

密的考虑使它产生#也无需科学予以指导#它是扎根于本能的不可避

免的行为$+

!

生物起源学说并不把教育看成是社会现象#而仅仅作为一种生

物现象来看待#并认为动物界都存在着教育现象#也就是说早在人类

社会出现以前就已经产生了教育和学习#就已经出现了教师和学生#

这显然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

心理起源说

心理起源说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本能的%无意识的模

仿+

"

#所以也称为模仿起源说$持这一观点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

教育家孟禄!

#&()

'

#)*'

"$

孟禄在其所著(教育史教科书)中#从心理学的观点出发#根据原

始社会没有学校%没有教师%没有教材的原始史实#判定教育应起源

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他在(教育史教科书)中写道#原始社

会的教育*普遍采用的方法是简单的无意识的模仿+$这种原始共同

体中儿童对年长成员的无意识模仿就是最初的教育的发展$在他看

*

中外教育简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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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沛西&能著#王承绪等译,(教育原理)#人民教育出版社#

#))!

版年#

,%&

胡金平,(中外教育史)#苏州大学出版社#

!"""

年版#

,!



来#模仿是一种教育的手段#也是教育的本质$

心理起源说把教育看成是简单无意识的模仿#实质上是把教育

看成一种无目的的社会活动#这显然也是不符合现实的$在动物界

几乎普遍存在某些模仿行为#这只是一种动物现象#一种本能的活

动#不能和教育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混为一谈$

'二)教育起源于劳动

这一观点也被称为劳动起源说#它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

劳动过程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持这一观点

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前苏联教育家米丁斯基%凯洛夫等$

米丁斯基在其著作(世界教育史)中提出#只有从恩格斯的*劳动

创造了人本身+这个著名的原则出发#才能了解教育的起源$教育起

源于人类特有的生产劳动$他在批判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同时#力

图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阐明教育的起源#特别是运用恩格斯(劳

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阐述人和人类社会起源的观点#

提出教育起源于劳动$教育从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时候

就开始了#同时认为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社会

活动$持这一观点的学者很多#主要集中在苏联和中国$

劳动起源说是一种被多数人接受的观点$人类由猿转变而成#

当人类制造出第一件工具时#便完成了这一伟大的转变#由猿转变成

人的最根本活动是劳动#人从一开始制造工具时就进行了劳动#就需

要教育-人类还通过教育把劳动获得的经验和技能传授给下一代$

可以说#没有劳动就不能从猿转变为人#也就没有人类社会$从这个

意义上说#教育首先起源于劳动#并为之服务$

但是许多学者也对劳动起源说提出了质疑#认为*劳动虽然在教

育的起源中确实发挥着重要的%决定性的作用#但它只能是教育起源

的外因-.劳动起源说/虽然以.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命题为理论

依据#但其实是对这一主张的简单化%绝对化和公式化的推演#缺乏

$

第一章
!

古代教育



深入的理论论证#混淆了教育和劳动这两个不同的概念和范畴+

!

$

关于教育的起源问题#众说纷纭#一些学者还提出了*需要起源

说+%*前身起源说+%*交往起源说+%*家庭起源说+%*社会化影响说+

等等#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教育作为人类社会所特有的一种社

会现象#作为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培养人的活动#影响其产生的因

素很多#不能将其归因于某一要素的作用#应该说是系统要素相互作

用的结果$

二!古代非形式化教育的内容

'一)生产劳动技能

由于远古时期生产力极其落后#人们时时面临着生存的压力#依

靠群体的力量%让下一代更快更早地成为劳动力是人们的迫切愿

望$

" 所以这一时期#对儿童教育的主要目的是为以后参加生产劳

动作准备#与生产劳动有关的知识和技能也就必然成为教育的主要

内容$

'二)社会文化

在人类社会刚刚形成时#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生产劳动技能#随着

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劳动经验的日益丰富#各种风俗习惯%行为规范%

历史传说%宗教仪式等也日益增多#这些也成为教育的内容$儿童在

学习过程中#了解了各地的风俗习惯#在和长辈相处过程中听到了历

史传说-在家庭教育中#从小就接受尊重长辈%赡养老人的思想$还

有一些禁忌公约%行为规范#这些都构成了社会文化教育的一部分$

'三)艺术

首先是歌舞教育#歌舞一直是人们抒发情感%调节精神的重要方

式#同时也起着传授知识%宣传习俗的重要作用$其次是绘画和雕

刻#原始人在建造房屋%制作装饰品中就会雕刻一些鸟兽%人物图案#

在图腾崇拜过程中#也会根据图腾的外形描绘一些基本的图画#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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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金平,(中外教育史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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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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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四)军事体育教育

古书记载#黄帝*教熊罴貔貅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而熊

罴貔貅虎都是氏族部落的图腾#黄帝为了与炎帝作战#对部下进行军

事训练#然后指挥他们进行部落间的战争$

! 又如(尚书&大禹谟)

说*舜%禹受命征三苗#大战三旬未能取胜#收兵而归#令战士手持盾

牌和干羽加紧操练#操练七十天#三苗被慑服+$这些都反映了军事

体育教育已经成为教育的内容$尤其到了原始社会末期#部落战争

日益频繁#就更要求氏族成员参加军事体育训练#直接投身战争#这

样骑马%射箭等军事技能就成为教育的重要内容$

三!古代非形式化教育的学习方式

'一)口耳相传

远古时期#没有文字#教育的主要方法就是口耳相传#通过年长

者的叙述和教导#将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传给下一代$被教育者也

只能通过耳朵听#记住口述的内容#再根据记忆#将经验传给下一代$

'二)实际行动的模仿

儿童在实际行动中的模仿是古代教育的另外一种方式$首先儿

童通过做一些打猎%围兽等的游戏#来模拟和学习一些生产劳动中的

基本动作和技能$实际上在远古时期#儿童所做的游戏大多是和生

产劳动相关的$其次是儿童在参加生产劳动的过程中#观察和模仿

其他有经验人的行为#然后自己再不断地总结经验$

四!古代非形式化教育的基本特点

'一)与社会生产%生活是同一过程

古代教育尚未从生产劳动中脱离出来#教育同生活紧密联系在

一起#在生产劳动中进行#这是古代教育的最大特点$人们在生产劳

动和生活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经验%总结提高#并在生产劳动和生活

中将这些经验和技能传给下一代$儿童接受关于生产劳动的知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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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稍微长大后#便开始做一些简单的劳动#也常常成为大人的帮手#

这时他们在实际的生产和劳动过程中进一步学到了有关生产劳动的

技能$

'二)男女平等

在远古的氏族社会#财产公有#人人生而平等#人们一起捕食%劳

作#一起分享食物#一些身体强壮的青年人外出采摘果实%捕捉食物#

而一些身体羸弱的老人就负责看家和照顾儿童$老人会向儿童传授

一些基础知识#当儿童稍长大#就开始参与一些基本劳动#这时男女

也就分开教育#女孩由妇女看管#学习编织%饲养%种植等经验和技

术#男孩则随男子参加狩猎%捕鱼%制造工具等$虽然他们学习的内

容不同#但是由于远古时期#儿童公有%公育的传统#所有儿童都平等

地接受教育$

'三)非自觉性

原始时期的教育可以说是一种*家庭式+的教育#幼小儿童主要

在老人的照看下接受教育$长大后#儿童随成人参加劳动#由一起参

加劳动的成人指导$当时的教育并未从生产劳动中分离出来#教育

是在参加社会生活和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教育没有固定的场所$

原始社会不可能形成像学校那样专门的教育机构#也还没有出现像

教师等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人员$

第二节
!

早期的学校

一!学校产生的条件

'一)剩余劳动的出现

学校产生的先决条件是#社会生产的发展有可能维持专门从事

教育机构和专职人员的生活$奴隶社会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物质资

料除了维持人们生存#还有一些剩余#就使得一部分人可以脱离劳

动#专门从事脑力劳动#把实践中的知识和经验整理和总结出来#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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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教育就开始和生产劳动相脱离$到了奴隶社会中后期#教育被统

治者所独占#成为奴隶主阶级进行政治统治%精神控制的工具#这样

就有了专职的学生和教师#也为学校的产生创造了条件$

'二)国家的产生

奴隶社会国家的世袭制代替了公社制#统治者需要将管理生产%

指挥作战%主持宗教仪式等管理知识传给下一代#以便巩固世袭的统

治地位#这时#统治阶级就必然要为他们的子弟建立学习管理国家知

识的场所$再者#随着国家政治生活的复杂化和政治事务的增多#统

治者也需要培养维护他们统治的脑力工作者#这样教育就成为统治

阶级巩固政权%维护统治的需要#教育得到了国家的支持#有了政治

和经济上的保障$

'三)文字的出现

早在距今天五六千年的氏族公社阶段#人们为了适应生产实践

和生活的需要#已经开始创造指事%象形%表意的简单文字$文字的

出现成为人们整理%记录和传授知识的工具#这样就出现了专门从事

文字工作的人员#也就出现了专门传授和学习文字的场所#也就出现

了教师和学校$

'四)文化的丰富

在长期的实践中#人们总结了大量的劳动经验#同时也获得了关

于天文%地理%几何%算术%医学%建筑等基础知识#这些都是早期科学

文化知识的萌芽$这些相对复杂的文化知识#已经不是通过简单的

记忆就能记住和应用#它需要经过专人的整理和总结#用文字的形式

将其记载下来#并系统地传授给下一代#这就需要专门的教育机构来

负责这些科学知识的保存和传承#也就促进了学校的产生$

学校的出现使得教育有了固定的场所和专职的教辅人员#教育

开始由非形式化向形式化转变#教育在传播文化%促进生产%维护政

治统治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教育也被统治阶级所垄断#

成为少数人的特权#成为阶级统治和压迫的工具$

二!中国早期学校的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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