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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跨进20世纪90年代，中国人便越发真切地感到：当今的地球的确变得越来越小了。
“让中国更快地走向世界，让世界更多地了解中国”，成了生活在改革开放年代的中国人民共同的、
豪迈的心声。
这心声，决不仅仅是一种愿望，它已经成为一种卓有成效的努力，成为一种“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的高瞻远瞩的战略。
　　教育，原本是人类共同的事业。
世界各国人民，当抬头眺望未来2l世纪的曙光的时候，首先想到的都是“教育”，都是新世纪一代新
人的铸造和培养。
国外的未来学家断言：“2l世纪的竞争，将是科技的竞争、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
”中国的世纪伟人邓小平也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这种对教育事业的共同情结，迫使人们要彼此有更多的沟通，更多的了解，更多的交流，以期各展
所长，取长补短，推动各自的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往来穿梭于世界各地，就是这种世界性的共同心态的反映。
　　中国，具有5000年的文明史，以继承前人文明成果、开创未来历史新篇章为己任的教育事业，在
这5000年的漫长历史中，给世界奉献了“四大发明”，奉献了浑天仪和圆周率，奉献了孔子、屈原、
司马迁、张衡、杜甫、李白，直到孙中山、鲁迅、毛泽东等无数具有世界影响的历史伟人。
既然中国的传统教育能创造出如此众多的民族瑰宝，那么掸尽历史尘封，她的血液之中就必定潜藏着
我们民族的精魂。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国古代语文教育史>>

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中国古代语文教育的历史，并引以适当的评论。
书中既论述了主要的语文教育情况，又介绍了一些主要思想家、教育家的语文教育思想和语文教学实
践，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古代语文教育史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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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桑汉是我国封建制度形成和确立的时期。
秦统一六国后，在全国范围内废井田、开阡陌，确立了封建土地所有制，统一钱币和度量衡制度，社
会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
文教方面，采取了统一和简化文字、颁挟书令、禁私学、以吏为师等政策性措施，以巩固其封建统治
。
汉初崇尚黄老，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
到汉武帝以后独尊儒术，进一步采取许多巩固封建统治的措施。
汉代在学术、文化、教育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下面着重谈谈和语文教育关系密切的汉代学风问
题。
　　从总的看，汉代是崇尚儒术的。
所以，谈汉代的学风，主要是指儒生活经的学风。
这学风就是重师法，重依据。
它有积极的一面，就是人们常常提到的“实事求是”。
唐颜师古解释这四个字是：“务得事实，每求真是”（《汉书·景十三王传》注）。
这原是针对古籍的整理和传授而提出的。
《汉书·景十三王传》：“实事求是”对于当时整理和传授儒家经典，确有需要。
因为秦始皇焚书，设挟书法，民间几乎没有这类书籍（极个别的人藏书屋壁、间）。
加以秦汉之际，战火频仍，官府的书也损失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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