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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解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采用“教育流派——代表人物——生评教育实践——教育思想”的结
构主线，主要介绍自先秦至清初影响中国古代教育发展的各个教育思想流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教育思想
与文化教育时间，展现中国古代教育思想的发展脉络及其状况。
《解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主要涵盖：中国古代儒家、道家、墨家、理学家、实学家等教育流派及其
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韩愈、老子、庄子、墨子、朱熹、王夫之、颜元等十位教育家的教育思
想。
重点分析介绍儒家的启发诱导教育思想、道家的自然自主教育思想、墨家的科技创新教育思想、理学
家的“置疑”、“自动”教育思想、实学家的“经世致用”功利教育思想。
　　《解读中国古代教育思想》对希望了解中国古代教育家及其教育思想的人来说，是一本不可多得
的兼顾学术性与通俗性，规范性与流畅性的著作，可供师范院校教师、教育专业学生和中小学教师阅
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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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传燧，1956年生于贵州石阡县，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先后获教育学学士、硕士学位，现为湖
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副院长、课程与教学论、高等教育学专业硕士生、博士生导师；兼任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课程论与教学论分会常务理事、全国教育史学会理事、
湖南省教育学会教育史学会理事长、湖南省高等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
长期从事中国教育史、课程教学论、高等教育学等学科领域的研究与教学，出版学术专著近20部。
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报》等全国性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20多篇，其中40多篇论文被《新
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等全文转载；多项科研与教学成果获全国、部
、省级一、二等奖。
主要著作有：《中国教学论史纲》、《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论》、《课程与教学论》、《中国教育史》
、《中国传统教育》、《行走于传统与现代之间》等。
代表性论文有《教育到底应如何面对生活》、《大学之“道”与大学之“器”》、《的反思与重构》
、《论教育传统与教育创新》、《中国教学论发展的世纪回顾与前瞻》、《魏晋玄学教育思想研究》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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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儒家教育思想解读一、孔子的教育思想（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人性论”（二）教育
作用思想——“庶、富、教”与“习相远”（三）教育对象思想——“有教无类”（四）教育目标思
想——“君子”与“成人”（五）道德教育思想——“仁者爱人”（六）课程与教学内容思想——“
诗书礼乐”（七）教学过程思想（八）教学原则与方法思想（九）教师风范与教师思想二、孟子的教
育思想（一）教育作用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民本论”与“性善论”（二）教育理想人格目标思想
——“人皆可以为尧舜”（三）教育内容思想——“教以人伦”（四）教学方法思想——“自求自得
”与“引而不发”（五）教师素养思想——“乐教英才”三、荀子的教育思想（一）教育作用思想及
其理论基础——“礼法论”与“性恶论”（二）教育培养目标思想——“始乎为士，终为圣人”（三
）课程与教学思想——“诵经读礼”与“闻见知行”（四）道德教育思想——“节欲疏导”（五）教
师思想——“尊师重傅”四、韩愈的教育思想（一）教育作用思想及其理论基础——性情三品说（二
）“传道明道”与“就学愈明”的教育作用思想（三）以“道”为核心的教育内容思想（四）学习原
则与方法思想——“勤学、博学、善学、深思”（五）教师思想第二章 道家教育思想解读一、老子的
教育思想（一）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道”及“人性论”（二）教育目的思想——“上士闻道勤
行”（三）教育内容思想——“行不言之教”（四）教学过程思想——“观、明、玄览”（五）教育
方法思想——“自然无为”（六）道德修养思想（七）教师思想二、庄子的教育思想（一）教育目标
思想（二）教育作用思想——“睹无为之妙理，见自然之正性”（三）教学思想（四）贵师、重师思
想第三章 墨家敦育思想解读一、教育作用思想及其理论基础——“强说人”与“染丝说”（一）“强
说人”的教育社会作用思想（二）“染丝说”的教育个体作用思想二、教育目标思想——培养“兼士
”、“贤士”三、教学思想（一）教育内容思想（二）教学原则思想四、道德教育思想（一）墨子“
利本”道德教育的功利主义实质（二）墨子“利本”道德教育的层次结构（三）墨子“利本”道德教
育的原则体系（四）墨子“利本”道德教育思想的现代价值五、教师思想第四章 理学教育思想解读一
、朱熹的教育思想（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二）教育作用思想（三）教育阶段的划分及其教育思
想（四）道德教育内容和方法思想（五）教学思想（六）养成教育思想二、王夫之的教育思想（一）
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二）“气理体用、行先知后”的哲学思想（_一）“教本政末”、“习与性成
”的教育作用思想（四）“学思相资”、“教必著行”的教学思想（五）“循天下之公”、“以正志
为本”的道德教育思想（六）“恒其教事”、 “温故知新”的教师思想第五章 实学教育思想解读一
、颜元的生平与教育活动及其背景（一）生平与教育实践活动（二）功利教育实践及其思想形成的发
展背景二、批判理学教育的思想（一）揭露传统教育严重脱离生活实际（二）批驳传统教育的义利对
立观（三）抨击八股取士制度（四）批判“主静”的传统学校教育方法三、功利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
（一）“学校乃人才之本”的教育地位作用思想（二）“实才实德之士”的教育培养目标思想（三）
“真学实学”的课程内容思想（四）“习而必行”的教学方法思想（五）师生观——什么样的师生关
系四、附录：颜元在中外近现代课程变革中的地位及其影响（一）从世界近代教育改革看颜元（二）
从中国近现代课程改革看颜元（三）跨越时空：颜元现象反思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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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章　墨家敦育思想解读　　三、教学思想　　（一）教育内容思想　　墨子的教育内容是服
务于他的教育目的的。
他从当时的社会政治生活实际和经济生产发展的需要来设计，对儒家的教学内容采取择其善者而从之
，对不善者则弃之的态度。
因此他所设置的课程内容与儒家教育内容既有相同的一面，也存在很大不同。
出于培养“兼士”的需要，墨子为墨家私学确定了一套很有特色的教育内容，主要包括“德行、言谈
、道术”等几个方面。
　　1.“厚乎德行”的政治与道德教育　　墨子很重视道德观念的教育。
他将“兼爱”与“正义”作为最高的道德理想，并看作是“上说下教”教育的根本内容，谆谆教导弟
子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实施无差别无等级的“兼爱”
。
墨子认为，当时最大的问题是社会存在“三患”：“饥者不得食”、“寒者不得衣”、“劳者不得息
”；而同时王公大人们在寻求着“三务”：　“国家之富”、“人民之众”、 “刑政之治”。
墨子有志于解决“三患”，实现“三务”，他根据不同的社会问题，采取不同的方针，提出了十大主
张。
这就是：通过“兼爱”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与和睦；通过“非攻”去除强凌弱、众欺寡的非正义征
战；通过“尚贤”破除世袭特权，实行民众选举的贤人政治；通过“尚同”规范人们的道德习惯、统
一人们的思想行动；通过“节用”、 “节葬”、“非乐”制止费民、耗财：通过“非命”鼓励人们在
社会生活中自强不息；通过宣传“天志”、 “明鬼”表明天与神鬼有惩恶扬善的意志力量，以约束统
治者的行为。
这十大主张可概括为三个主要思想：兼爱、节用与神教。
兼爱是核心，强调的是“相爱相利”，以及“君惠、臣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悌”等内容。
墨子以这些内容来培养“兼士”高尚的思想品质和坚定的政治信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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