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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中国古代不同历史时期教育培养目的之我见 
◆杨家齐 

（大理市喜洲镇周城完小） 

 
摘要：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中国历

史上各个时期对于培养“人”的理念和措施存在着千差万别，但都是为

了满足不同时期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所以针对这个问题的探讨，对于今

天我们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可以为当今的教

育改革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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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今教育竞争越演越烈的时代，教育应当培养什么样的人
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重要问题。“人”是教育内容中的核心部分，
这就要求我们应该：不仅把“人”当作教育的对象，而且把“人”
当作教育的核心，一切从“人”出发，一切为了“人”的发展。
中国历史上各个时期对于培养“人”的理念和措施存在着千差万
别，但都是为了满足不同时期社会需求而进行的。所以针对这个
问题的探讨，对于今天我们培养符合时代要求的人才具有重要的
研究价值，可以为当今的教育改革提供参考。  

追溯到原始社会即教育的萌芽时期，虽然没有形成专门的教
育组织，但是原始社会的人类已经开始通过语言的交流和行动的
模仿对下一代进行教育。这时的教育多和生产劳动相联系，通过
口耳相传和亲身示范，达到传播劳动技能的目的。所以在当时生
产力水平低下的社会中，主要还是以培养劳动者为主要目的的，
同时也为了维持氏族及自身的生存而服务。  

随着物质资料的日益丰富以及剩余劳动力的产生，教育的形
式和教育目的也在悄然发生着种种变化。教育已经不再单单为了
培养从事体力劳动的劳动者，而是进一步演变为以培养阶级统治
者为主要目的。随后，教育的机构也应运而生。奴隶社会一共分
为夏商周三个朝代，据记载，在我国的夏朝时期已经产生了正式
的学校，关于夏朝学校的传说一共有三种，分别是庠，序和校，
庠是从虞舜时代继承下来的，他主要是一种养老机构，序和校是
夏新增加的。在夏朝，统治者为了对外征讨和对内镇压特别注重
习射以培养武士那么习射的话，就必须要习礼，所以要求射者与
观者要遵守长又先后的次序，所以就叫序。那序他原来也是学习
射箭打靶的一个场地，他显然是从事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产生的，
那校呢，他原来是养马的地方，后来演变成为操演的场所，这同
样也是为了军事训练的需要而产生的。所以从这些机构的设置我
们就可以看出它们并不能完全说是真正传授文化知识的机构，他
应该说是一种进行道德伦理教育和军事训练的场所，所以夏朝教
育目的应该就是要培养具有道德伦理的军事人才。到了商，学校
一共有四种，分别是庠，序，校和瞽宗。那时候国家大事有两种
分别是，祀和戎，也就是说在于祭祀祖先和军事征伐。那么从事
军事教育的主要是庠和序。那么从事礼乐教育的呢，主要是学和
瞽宗，所以说，那时候商代的教育目的主要就是培养能够明确君
臣上下长幼规矩并懂得一定的军事技能的人才。西周时期的教
育，从内容上来说，主要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六艺教育，分别是礼，
乐，射，御，书，数。从学制上来说，一共分为小学和大学。他
们的入学年龄是不一样的，并且这两个教育阶段的教育目的也是
不一样的，在小学，是以道德来教育贵族子弟，主要是要培养学
生的道德。在大学呢，主要是以礼乐和射御为主。因为要把贵族
子弟培养成为统治者和管理者。所以大学和小学的教育目的是不
一样的。总体来说，夏商周时期的教育是为贵族所垄断的，体现
了学在官府，官师合一的特点，从教育目的上来说，这个时期培
养的主要就是礼乐人才，军事人才。  

春秋战国时期，各国争霸，战火不断，社会处于剧烈的变革
之中。官学衰败，私学兴盛，在这个时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思想
家与教育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主要有：孔子、孟子、墨子、
荀子等。这个时期不同流派的教育家主要倡导自己提出的政治学
说，为各国君主培养可以为国家的生存与发展而效力的知识分
子。  

秦汉时期，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统一的封建国家，同时这个时

代也成为了封建教育制度化的时期。为了巩固国家政权，在教育
文化领域里统治者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但由于秦二世的昏
庸无能，导致了秦朝的急速灭亡。此后汉初统治者吸取前代的教
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在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提倡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这一时期学校教育继续发展，教育
制度进一步完善和系统化，出现了以传授知识、研究学问为主要
任务的“太学”。太学的教学内容是儒家经典，所以也促成了经
学繁盛的局面。  

魏晋南北朝是封建军阀割据混战的时期，此时的教育呈现出
了多元化的发展局面。这时期豪族不但在经济上占有大量的土
地，而且在政治上也处于统治的地位。他们为了保证在政治上和
经济上的特权，“严士庶之别”。这种制度是根据门第来选拔为官，
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此时的教育已经成
为了门阀士族维持自己地位和权利的附庸品。  

隋唐是我国封建教育繁盛的时期。在唐代，经过开国后一百
多年的经营发展，官学制度达到相当完备的程度：中央有六学一
馆，地方有府学、州学和县学。此外还有大量的私学和书院。另
外科举制度也更加完善起来，通过相对公平的考试为朝廷选拔各
类人才，使得寒门庶族也进入了统治阶层，有了参与国家管理的
机会，这对于推动当时的社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宋元时期是中国封建教育持续发展的并有所改革的时期。宋
统治者鉴于唐末、五代各地节度使拥兵自重、割据称雄的危害，
实行了“兴文教、抑武事”的方针，极力推行尊孔崇儒的政策，
提高儒学地位。到了元代，统治者为了稳固对异族的统治，同时
也为了推崇理学，要求蒙古国子学生也要学习程朱理学，这在一
定程度上加速了民族的融合。另外，元朝还建立起了从中央到地
方一套完备的官学体系，设立相应的学校培养儒学人才。元代统
治者采取的这些措施维护了本族的统治，在客观上也进一步促进
了教育的进一步发展。  

明清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晚期，政治权利高度集中，所以
在教育领域也显现出了文化专制的特点。明清统治者大都推崇程
朱理学，加强思想监控，在清代甚至还出现了大规模的文字狱，
并且科举制度在此时也走到了历史的尽头，采取八股取士的方
式，钳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创造力，不利于实用主义人才的培
养，越来越成为了教育发展的绊脚石。  

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使我们看到，各个历史时期，培养符合历
史需求的人才是教育的主题，所以教育的改革应该应时代的需求
而进行，客观地分析当今的发展趋势和历史任务，辨明社会发展
的方向。反思我国历史教育传统的利弊，吸取精华，摒弃糟粕对
于今天的教育改革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我们要努力提高人的素
质和适应能力，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促使人实现全面的发展，只
有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得到长久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