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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九五”规划国家级重点项目。
本项目研究是由中国地方教育史志研究会牵头，在中央及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力支持下进行的。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采用统一规划，按行政区划组织力量开展的大规模的、系统的、关于地方教育
史的研究。
这一研究的开展，是中国教育史研究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之一。
《贵州教育史》是《中国地方教育史研究》之一，介绍了贵州的教育史。
　　一部部各具地方特色的教育史研究成果的相继出版，为整个中国教育史提供了更加丰富的内容。
使我们认识到，忽视对地方教育史的研究，中国教育史发展过程的记述与教育发展规律的总结是不完
备的。
中华民族教育的发展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统一整体。
这个统一的整体，正是通过各具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的地方教育，在漫长的历史演进中所形成的。
以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为参照系探寻地方教育的特殊性、多样性与不平衡性，通过地方教育的
特殊性、多样性、不平衡性来进一步研究全国教育的共同性、普遍性。
二者间的相互比较与印证，将有助于更加科学、全面、深入、准确地总结中国教育发展的规律以及经
验教训，更好地发展符合国情、省情、区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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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远古至元代的贵州教育　　第一节　原始形态教育　　这里讲的原始形态教育，是指学
校教育产生以前，以口耳相传、行为模仿的方法传授生产和生活经验的教育，包括社会教育和家庭教
育。
就全国看，我国夏、商、周就有国学和乡学。
春秋战国时期，由“学在官府”逐渐发展到“学在四夷”，孔子首创私学，儒、墨、法、道等学派都
有讲学的场所，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
汉、唐两朝，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也是教育发展的极盛时期，学校教育制度已非常完备。
而元代以前，贵州的大部分地区，尚处于蒙昧状态，虽然也出现过一些学校教育活动，但为数极少，
存在的时间极短，流传下来的文字资料更是凤毛麟角。
就全省范围看，教育的主要方式，仍是口耳相传与行为模仿。
明代学校教育体系在贵州基本形成后，学校主要建在交通比较方便的城镇或军事要冲，在边远的少数
民族地区，这种教育方式仍普遍存在。
　　一、贵州教育的产生　　对于教育的起源问题，国内外有各种不同的观点。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从前苏联引进的“教育起源于劳动”的观点在我国有较大的影响。
后来人们逐渐认识到，教育不仅和劳动有关，而且还与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生活有关，提出教育起源
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
我们通过对贵州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行研究，认为这一观点也是符合贵州实际的。
　　教育起源于社会生产和生活的需要，是因为人要生存，就要吃、要穿、要居住，就要通过劳动取
得吃、穿、住所需的物质资料，就必须学会生产劳动的技能。
人除了物质生活的需要外，还需要精神生活。
人和动物不同之处在于，它的生产和生活具有社会性、目的性，而动物维持生命的手段，只是出于本
能。
人类为了维持生活、延续生命，必须具有从事生产的能力和生活能力。
同时，自从有了人类，也就产生了人类社会，为了生存，还必须具有协调和处理人与人之间各种关系
的能力。
要取得这些能力，就必须学习。
要把上一代已经取得的知识、经验、能力一代一代地传下去，保证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和进步，这种
传授就是教育。
在文字产生以前，这种传授主要靠言传身教，即通过社会的集体交流，或家庭的父子、母女相传教育
后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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