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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作为编写教材的指导思想，按各个社会形态的发展阶段分章，把各时代
各阶级的教育制度、教育思想都放在一定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历史条件下进行考察，揭示其内在
联系。
对教育制度的研究，主要以人才的培养为中心，论述其方针政策、管理措施、教育内容和方法，以及
经验与教训；对教育思想的研究予以重视，通过对主要代表人物的分析介绍，来反映各历史时期教育
思想的发展，以总结教育理论思维的经验。
运用辩证方法对教育历史作实事求是的评价，区分精华与糟粕，以便古为今用，提供历史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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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孙培青，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1958年于华东师范大学研究生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曾任教育系主任，现为国家重点学科点中国教育
史学科博士生导师、教授。
从事中国教育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中国教育思想史与中国教育制度史。
主编的论著有《中国教育史》、《中国教育思想史》、《中国教育管理史》等；参编《中国古代教育
文选》、《中外教育比较史纲》（第一卷）等。
其主编的高等学校文科教材《中国教育史》获国家教委优秀教育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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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一、夏代的教育 据历史传说，夏部落的首领禹在他执政时期，为废除推选的“禅
让”制而实行传子的“世袭”制铺平了道路。
他的儿子夏启取得政权，正式揭开奴隶社会的帷幕，开始建立军队，修筑城池，对外掠夺，对内镇压
平民和奴隶，从此形成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国家。
夏直接统治的是以伊洛为中心的黄河两岸地区，夏政权所及的范围则包括参与联盟的各部落，大约北
起长城以南地区，南至长江中下游，东到沿海地带，西到陕西中部渭河中下游地区，纵横千余公里，
是当时世界疆域最大的国家。
 在奴隶社会的井田制条件下，农业发展到人工灌溉的百谷种植，手工业也发展到能制造有多种纹饰的
陶器和青铜器，这些都表明生产已达到一定的水平。
在这种经济基础上，建立了国家军队和以国王为核心的国家行政管理机构，以此来维护奴隶主的统治
。
 由于经济上扩大交流范围和政治上实施政令的需要，使文字有了新的发展。
山东发掘出夏代的历史文物，在莒县陵阳河出土的四件灰陶缸各刻有一个图像文字，有两个为工具象
形字，有两个刻着。
据文字学家的分析，这两个字是有联系的，上部。
像日形，中间像云气形，下部像有五峰的山形，意思是山上的云气，承托着初出山的太阳，为早晨旦
明的景象，可能就是原始的“旦”字，是会意字。
这表明当时已有了由三个偏旁构成的复体字。
由此可见，夏代的文字已有相当的发展。
 夏代已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
先秦典籍《左传》、《国语》等书就引用了《夏书》的材料，如《左传·昭公十七年》记载：“故《
夏书》日：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啬夫驰，庶人走。
”这是最早一次日食记录，也说明已有夏代之书。
《礼记·礼运》说孔丘曾到杞作历史调查，获得《夏时》，说明春秋末期还能见到《夏时》这本夏代
有关天文历法的书籍，这再次证明夏代已有文字记载。
文字是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可以记录人类的思想活动，积累知识经验；可以突破时间、空间的限制
，把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文字是教育的重要手段，促使教育发生质的变化。
掌握文字是贵族中的文化人，借助文字接受教育的只是少数贵族的子弟。
 教育工作是国家的重要事务，由国家机构中六卿政务官之一的司徒主管教化。
 关于夏代学校的设置，古籍中有些记载。
《礼记·明堂位》：“序，夏后氏之序也。
”《王制》：“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
”《古今图书集成·学校部》：“夏后氏设东序为大学，西序为小学。
”这些古籍都提到夏代有“序”这种学校。
它的性质，古人已加以探索。
《孟子·滕文公上》：“序者，射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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