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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教育思想史”是高等学校教育学科各专业必修的专业基础课程。
在教育部师范教育司制订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公共事业管理专业（教育管理
专业）教学计划”中，中国教育思想史学科占有重要的地位，它属于考试科目，全日制和业余制教学
时间均安排了72课时；而函授教育则安排了36课时的面授时间，并要求有72学时的自学与之配合。
中国教育思想史课程的设置旨在使学生批判地继承教育历史遗产，为学生思考现实教育问题提供广阔
的教育文化背景，拓宽理论视野，培植理性思考和科学创新精神，为进一步学习其他专业课程打下基
础。
中国教育思想史是以时间为经，各种各样的教育思想和理论为纬，纵横交织而构成的教育发展长卷，
具有体系的开放性与内容的丰富性特点。
企求在短时间内“全面掌握”、“深刻领会”是不可能的，因此，在确立自学不能仅局限于学历教育
期间这一原则的前提下，重点、难点的确定和教学方法的选择就显得十分重要。
就成人教育的特点来看，应该把教与学的重点放在中国教育思想史的发展演进及著名教育家或教育流
派的教育思想上，以建立脉络清晰、包容量大的学科结构。
教学可采用“系统勾勒、重点阐析、疑难解答”相互配合的“三合一法”。
点上不必过深，面上务求扩展。
中国教育思想史的教学还要与中国教育通史结合起来，与现实教育问题结合起来，与其他学科课程结
合起来，与教育科研能力的培养相结合起来，沿着入门一扩展一定向一深研的学习研究路向，不断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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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编写的中学教师进修高等师范本科(专科起点)教材。
书中先以时间为线索，以主流教育思想为重点，简介中国教育思想从古代、近代到现代发展的基本脉
络；再以时间为经、教育学派为纬，重点介绍从先秦直至当代各个历史时期教育流派的理论风貌及代
表人物的思想风采。
展示了中国教育思想史发生、发展、分化融合的演进历程及其时代特征，以及主要的教育流派和主流
教育思想。
在内容上注意了“厚”今“薄”古。
    读者从中可以发现今人和古人思考过许多相同的问题，今人碰到的各种教育现象和问题，未必前人
就没有思考过；前人思考过的方式和结论，未必对今人就毫无意义。
而通过体察前人对中国教育基本问题的理性冲动与思考，可感悟中国教育发展道路之艰难、思想道路
之曲折，从而承接精华以避弯路，措诸实践加快教改，或许中国教育发展的道路会更为平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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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五节 法家教育思想法家是战国时期主要学派之一，因主张法制及变法而得名。
其渊源可上溯到春秋时，当时齐桓公任用管仲变法，法家人物初登政治舞台，主张礼、法并重。
其后李悝、吴起、商鞅转变到重“法”。
战国后期的韩非是法家集大成者。
法家学派代表着当时新兴统治阶级的利益，主张法制耕战、兼并统一，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进步趋势。
在教育上的主张更是与各家大相径庭。
他们提倡法教，主张以吏为师，任贤使能，目的在培养耕战智术能法之士，同时把民众培养成遵纪守
法的公民。
一、法家先驱与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法家教育思想的形成，有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法家的先驱在对社会变革的实践中，或在刚兴起的私学聚徒讲学中，逐步对所施之教育，结合对社会
变革的实践经验，有了一定的认识，提出了一些初步的教育主张。
到商鞅变法时，法家的教育思想才逐步得以形成。
春秋时的法家可以管仲为代表。
管仲名夷吾，字仲，齐人。
战国时人编的《管子》一书，反映了管仲的一部分法家思想。
其中教育学说可归纳为三点：一是注重道德与生计的关系。
他以为社会之变乱，由于人民缺乏道德，而人民缺乏道德，又由于物质贫乏，生计艰难。
因此，他一方面认为对人民要进行“礼、义、廉、耻”的道德教育，一方面又认为要教育人民，首先
要使民富。
二是主张把人民按职业划分区域居住，所谓“士农工商四民者”，“不可使杂处”。
三是主张军政教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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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国家教育部师范教育司为加强成人高等师范专科起点本科学历教育的课程与教材建设，启动了“专升
本”教材建设工程，委托高等教育出版社组织实施，并公开向全国征求主编，体现了务本与改革精神
。
《中国教育思想史》的编写是整个浩大的教材建设工程中的一项，由肖建彬担任主编。
编写方案由主编设计。
经评审、确认、批准后，主编组织编写人员对编写工作进行了研讨，统一了认识，然后分工撰写，其
中，前言、第一章、第二章、第九章、第十章，由肖建彬撰写；第三章、第四章，由林清才撰写；第
五章，由薛卫东撰写；第六章、第八章，由周可桢撰写；第七章，由王建军撰写。
最后由肖建彬完成统稿工作。
这本教材的完成，其始，幸蒙师范教育司及高等教育出版社的信任和奖掖，主编深表敬谢；其后，得
益于众多贤达的研究成果，对这些成果的创造者我们由衷地敬佩和感谢。
有必要指出的是，限于我们的学养，对这些研究成果和许多其他的中国教育思想史问题，我们肯定有
不少把握不当的地方，期待得到批评指正。
本书的编写出版，得到了广东教育学院领导及教务处同事的关心、帮助；得到了许多师长和朋友的鼓
励、支持；得到了其他编写者的积极响应和良好合作；得到了高等教育出版社特别是董文芳女士和王
建强先生的指导和鞭策，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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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教育思想史(专升本)》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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