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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资料逐渐成为一种重要的资料来源。但是，

有些学生在搜集资料时只是从网上摘抄，并不

去阅读分析。况且在网络这个虚拟的环境中，

学生之间并不熟悉，因而也就没有太多的道德

约束，如果小组中某个成员或者几个成员的参

与积极性不高，可能会让整个学习小组受挫。

同时，由于网络教学中的学生本来就是因为网

络的时空开放性才参加的，学生在网络环境中

选择问题、咨询问题、选择搭档时，都非常希

望教师或者其他学习者能够及时反馈信息。但

从现在的交流技术来看，各成员之间主要采用

论坛、电子邮件等非实时的交流方式，在交流

过程中成员反馈不及时，常常会给其他学生带

来困扰。

（四）学生信息素养水平较低

受我国长期应试教育体制和教学方法的

影响，学生普遍缺乏开展网络学习必需的信息

素养，缺乏信息意识和利用信息解决实际问题

的能力。这就造成了学生在网络上进行研究性

学习时不能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工具和手段进行

广泛收集、查找和检索相关的信息，不能有效

利用、加工和创造信息，致使学生专业视野狭

窄，观点陈旧，缺乏创新。以至于不能高效地

完成网络环境下研究性学习的任务。

（五）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容乐观

目前开展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尤其强

调教师在网络环境中的指导作用，所以教师的

准备状态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基于网络的研究

性学习的开设对教师提出了从未有过严峻的挑

战，对教师的专业能力、科研能力、知识面、

责任感和爱心等方面都提出了极高的要求。但

是目前教师的网上教学指导能力还非常有限，

在教学观念、信息技能、教学方法等方面都急

需提高。

二、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存在问题的解

决对策

鉴于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在实施过程中存

在的一系列问题，我们提出了以下几条对策：

（一）实行整体配套的改革，优化实施环境

硬件是基础，是把网络更好的应用于研究

性学习的最基本的保障。例如铺设校园网络就

可以为学生的学习提供良好的平台，完善校园

网的设施，合理管理，随着学校建设的不断完

善，各种数字化的网络设施的完备，使校园网

络平台更加完善，从而使丰富的学习资源得到

充分的利用，为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

提供技术保障。

（二）加快开发网上课程，优化网络学习

资源

要开发高质量的网络课程，首先要体现

“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建构主义教学思想在组

织、设计、制作、处理教学内容时注重学习情

境创设，强调“情境”在学习中的重要作用，

注意信息资源设计；强调利用各种信息资源来

支持“学”，强调以学生为中心，注重自主学

习设计；强调体现“协作学习”方式，注重基

于网络教学策略设计。 

另外，增加学习情境的人性化色彩，提高

学习者的学习兴趣，改善教学效果，友好快速

的个性化交互界面。最后要借助网络技术和通

讯技术的发展，实现自主学习与协作学习，根

据学生的认知水平和学习风格，动态的组织、

调整课程和试题难度。

（三）转变教育观念，促进学生自主学习

研究性学习就是要改变传统的接受性学习

方式，培养学生自主、主动地学习，为他们创设

一个能主动探究的环境。学生也要更为主动地进

行学习，充分展现自己的主体性，在开展基于网

络的研究性学习时，教师至少要做到以下三个方

面：首先，根据学生的爱好和特长，激发他的学

习兴趣。兴趣是最好的老师，所以要培养学生的

兴趣，才能更好地开展研究性学习。第二，要善

于培养学生的想象力。充分发挥学生的想象力才

能使研究性学习顺利进行。第三，要让学生树立

自信。自信对一个人非常重要，对于学生特别是

中小学生就更重要了，只有具有了自信才能不怕

学习中遇到的任何困难。

（四）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的专业化

水平

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的开展使教师失

去了对学生学习内容的权威和垄断，开始处于

被学生选择的地位，教师从个体走向合作。同

时，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虽然被列入普通高

中的课程计划，但这门课程没有大纲，也没有

教材，它的组织实施主要靠学校结合自己的实

际情况探索性地进行。虽然这有利于学校和教

师创造性和自主性的发挥，但也使那些习惯于

只讲教材的教师无所适从。所以，在职教师从

知识能力和心态调整上，都需要一个逐步适应

的过程，必须加大对在职教师的培训力度，使

他们正确认识和理解基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

（五）加强练习和指导，提高学生信息素养

我们不仅要教会学生使用电脑的技巧，

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使用电脑进行学习、进行

交流、进行沟通的习惯与能力。利用电脑，不

仅可以让学生自主学习，提高学习的能力与兴

趣，而且可以充分发挥他们自己的特长。同

时，信息素养的培养缺不了理论结合实践，只

有将实际问题引入教学中，才能让学生真正掌

握自主学习的本领，学习到真正有用的知识。

另外，熟练地从网络中获取信息、使用信息，

还必须熟练掌握相关的信息科学技术，我们必

须不断努力，才能顺利开展基于网络的研究性

学习。

（六）改善评价方法，完善评价体系

研究性学习的目的不单纯是理解前人发

现的知识，而是让学生进入主动探求知识的过

程。对于学习者来说，学习是探索未知领域的

活动。面对不同的问题情境与学习个体，不存

在简单划一的评价标准。因此，评价不是为了

区分学生，而是为了调节学习者的行为。在基

于网络的研究性学习中，评价的主体不是一元

而应是多元的。另外，合作小组中的互相评价

也是不可缺少的。尤其需要重视的是，在研究

性学习中，亲身体验贯穿探索的始终，评价致

力于促进经验的转变，但任何人的评价都必须

建立在学习者自我反思的基础上，最终才能实

现自我意义的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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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知识阶层社会地位的变化
    分析春秋战国时期教育制度的改革

                            辛  田
                   （榆林学院，陕西 榆林 719000）
 

【摘要】春秋战国时期中国教育史上的第一次体制变革的出现，不仅是当时社会政治制度变化的结果，也是当
时社会知识阶层政治地位沦落、经济状况陷入困顿的结果，是知识阶层急于摆脱困境、谋求发展的结果。
【关键词】春秋战国  教育体制  教育垄断  百家争鸣

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教育体制曾发生

过三次重大变革。第一次是春秋末年“学在官

府”局面的打破，随之出现了辉煌的百家争

鸣；第二次是北宋时书院的创设，随之出现了

深刻理性思维的“宋学”；第三次是清末民初

新学制系统的确立，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由

此发端。这三次教育体制的变革所产生的巨大

能量以及在中国历史进程中无法比拟的巨大作

用，是任何人都无法怀疑的，因此应视其为三

次教育创新。

考察这三次教育创新，不难发现，教育创

新总是在旧有的教育体制不能适应社会政治、

经济发展要求的时期发生。春秋时期私学的兴

起、教育垄断局面的被打破，正是在传统的社

会政治、经济体制崩溃的基础上出现的。

一、先秦时期“士”阶层的社会地位和文

化渊源

中国古代知识阶层、即士，属于贵族阶级

的成员，从历史渊源而言，中国古代知识阶层

是贵族阶级的分化；从文化渊源而言，中国古

代知识阶层乃是贵族政治和贵族文化的载体。

许慎《说文解字》有云：“士，事也。数

始于一，终于十，从一，从十。孔子曰：‘推

十合一为士。’”段玉裁注曰：“凡能事其事

者称士。”

从许慎这个经典的解释中可以得出，所谓

“士，事也”，所谓“凡能事其事者称士”，

都是认为“士”乃是古代社会处理各种具体事

务的低级贵族。顾颉刚先生在《武士与文士之

蜕化》一文中，对 “士”的原始形态作出了详

尽的描述：“吾国古代之士，皆武士也。士为

低级之贵族，居于国中，有统驭平民之权利，

亦有执干戈以卫社稷之义务，故谓之‘国士’

以示其地位之高。所以表示其贵族身份。” 历

史发展到了春秋时代，社会的变化引起士阶层

社会地位发生了变化。

春秋时代以前，士阶层居于贵族体系的下

层，是社会政治体系的基础。随着血缘宗法体

系的破坏，社会发生了剧烈的变动，《左传•昭

公三年》记载：……晋之公族尽矣。肸闻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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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从之。肸之

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肸又无子，公室

无度，幸而得死，岂其获祀。’”这条史料虽

然是在春秋后期的公元前539年，但有理由相

信，贵族沦落是一个逐渐的过程，既然此时已

是“公族尽矣”、“肸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

在而已”，可以推测这个趋势由来已久。

首先，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在数量上有了

较大的发展。 

其次，士阶层的政治地位逐渐重要，社会

影响力逐渐加强。 

再次，士阶层越来越走向知识化。 

春秋末期以来，随着血缘宗法制度的破

坏，学在官府的垄断被打破。私学兴起。关于

私学兴起的时间尚有待考定，但至少在孔子

时，私学已具规模是可以肯定的。并且从孔子

回答卫灵公和孔文子的“俎豆之事，则尝闻之

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胡簋之事，则

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一类的话可

以看出，孔子教育的宗旨在于把士引进社会政

治领域，所谓“学而优则仕” 本身就是士阶层

知识化的目标所在，这是当时士对私学趋之若

鹜和私学兴起的根本原因。随着文化的传播，

私学逐渐注重对文化进行整理和思考。所以有

了孔子读《易》，韦编三绝之事[1]。在这种情

况下，士的知识化便是自然的结果了。

从根本上说，士的知识化乃是当时政治

的需要所造就的必然趋势。因此，最早建立的

几个王朝都没有实现对全国的统治。如商代的

统治仅仅是一种方国联盟，中央难以实现对地

方的有效控制，即使是周代也只是将宗法制度

发展到了极限，却仍然没有很好地解决中央和

地方的关系。因此，在血缘宗法政治盛行的周

代，其政治权利的重心与君主专制所要求的相

反，反而呈现出一种不断下移的趋势。

于是，在政治思想领域，中国古代知识阶

层获得了极大的发展空间。因为建立政权、统

治国家必须建立相应的统治思想。这样就把知

识阶层的知识活动从单一的祭祀占卜发展到现

实的政治理论的建设。具体表现为成王时“兴

正礼乐”，用礼乐制度来“总一海内而整齐万

民”。礼乐制度是当时社会精神文明最重要的

表现形式，在思想观念领域一枝独秀。其运作

方式是将礼乐制度内化为社会成员、主要是上

层社会成员的内在观念,并以此来约束人们的思

想行为。因此，中国早期的“士”在现实政治

中占据比较重要的地位。

二、春秋战国时期教育体制的改革

对于纯粹依靠血缘宗法观念组织起来的早期

社会，最大的隐患就是由于血缘关系不可避免地

疏远，从而引起宗法体制的松散，甚至崩溃。因

此教育每一个贵族成员尊祖敬宗、恪守礼乐制度

乃是极为必要的，故曰“学在官府”。

从古代对“师”的解释，可以看出诸

子的理论渊源。《说文解字》认为师者，

“二千五百人为师，众意也”。 “众”可指

民众，所以古代军事编制称“师”，由此引

申，帅众掌众之官也称为“师”，故“师”又

训长，即官长，或称官师。西周金文所见之

“师”，既是军政官员之名，又是教育官员之

名，这显然是“师”作为帅众之官，同时因为

“学在官府”的原因，其有对士兵进行军事教

育和政治教化的职责。因此“师”又进而成为

有以教育人者之称。

有师则有教。《说文解字》：“教，上所

施下所效也。”最初表示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

诫。《尚书•酒诰》曰：“庶士有正，越庶伯君

子，其尔典听朕教。”《左传•僖公二十七年》

对这种上级对下级的教导训诫有很好的例证：晋

文公在十九年流亡之后，回国首先是教育百姓，

使其明义、明信、明礼，然后才用兵中原，一战

而霸，可见教育的重要性。同样的例子屡见于古

籍。“楚自克庸以来，其君无日不讨国人而训

之”，“我有子弟，子产诲之。” 

不仅是诸侯国君重视“教”的作用，

“教”其实乃是一项古代的政治传统。 

战国以后，血缘宗法制度开始解体，由此

引起社会的各个领域都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具

体表现为旧的精神力量的衰落、社会规范与控

制作用的丧失，旧的制度崩溃，而新的制度尚

未建立，内部冲突发生,呈现纷乱的状态。其中

首要的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由此引起社会政

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的变迁,带来社会流动。因

此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出现，应该是

因为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双重因素发生作用, 

改变了传统的垄断教育制度，从而出现了规模

空前的学术思想繁荣。

《淮南子•要略》所谓诸子百家出于解救

时弊，是在强调学术发展的社会需求。据《晋

书•地理志上》记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动

荡不安，许多诸侯国家朝不保夕，生存环境极

为恶劣，因此，不仅各国诸侯都在寻找智能之

士，以求富国强兵，而且社会上的仁人君子，

也在谋求行道术以救世，等而下之，也有欲图

游说人主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再加

上由于血缘宗法制度的破坏，编户齐民政策的

形成，所有人在理论上都是平等的，都有博取

功名的可能，所以，随着社会组织的变化，平

民从事学问者也越来越多，诸子百家就此兴盛

起来，从而导致中国古代教育体制出现了第一

次巨大变革。

春秋以后，“士”地位沦落，流入民间。

贵族宗法制度的衰败，使原来等级森严的社会

秩序发生了很大变化。许多贵族地位下降，落

泊街头，沦为庶人；而许多庶民，甚至有些奴

婢的地位都在各种机遇、尤其是私学的有限发

展中上升，如以勇敢赢得军功，用智慧换取官

职，或在工商业经济中大显身手等。在这个社

会的分化改组过程中，形成一个数量庞大、人

等复杂的士阶层，“由于士阶层适处于贵族与

庶人之间，是上下流动的汇合之所，士的人数

遂不免随之大增”。[1]于是社会进入被许倬云

称道的“社会升降的变动，极为活泼，蔚为中

国历史上最有活力的时期”。

可是，世事有利有弊，福祸相连。士人数

目的众多，难免鱼目混珠、鱼龙混杂，无形中

也促进了士人的平民化。其典型代表就是管仲

在齐国的改革。

众所周知，管仲的改革，虽然没有像战国

时代的改革一样完全与旧体制决裂，但已经开

始了对血缘宗法制度的背叛。比如“叁其国而

伍其鄙”就是对血缘族居的改变，而“四民分

居”更是不仅体现了对宗法制度的否定，而且

在法律上重新规定了士人的社会地位。由此，

士人从“公卿士大夫”之“士”降为“士农工

商”之“士”了。

随着春秋战国之际士人社会地位的变化，

学术下移、学在官府的局面被打破，士人政治

地位沦落的直接结果就是士人经济状况的恶

化，也间接带来了教育体制的变化。

战国时期，宗法制度的破坏导致社会结构

的剧烈变动，士人纷纷从贵族阶层衰落到平民

阶层，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所谓“烨烨

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高岸

为谷，深谷为陵”来形容这个变化是极为恰当

的。而这种巨大的变化最先给予士人的震惊，

就是困顿的经济状况。

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

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

回也！”作为老师对学生的评价，孔子对颜回

的这段表扬可谓无以复加，但却无法掩盖颜回

一生贫困潦倒的尴尬。即使是孔子本人，经济

状况也是非常之差，“吾少也贱，故多能鄙

事”。在战国时期，如孔子一样的贫士屈指难

数、俯拾皆是。有理由相信，今天后人盛赞不

已的战国养士之风，表面上是战国时期尊重人

才的表现，其实却潜藏着大量贫困游士衣食无

靠、不得不托庇权门的尴尬，饿死不食嗟来之

食毕竟只是个别，生存乃是人的第一需要。

在《荀子•非十二子》中，荀子以批判和惋

惜的心情比较了古今士人的差异：“古之所谓仕

士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乐富贵者也，乐分

施者也，远罪过者也，务事理者也，羞独富者

也。今之所谓仕士者，污漫者也，贼乱者也，恣

孳者也，贪利者也；触抵者也，无礼义而唯权埶

之嗜者也。古之所谓处士者，德盛者也，能静者

也，修正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今之所谓

处士者，无能而云能者也，无知而云知者也，利

心无足，而佯无欲者也，行伪险秽，而强高言谨

悫者也，以不俗为俗，离纵而跂訾者也。” 即

使是千载之后的今天，我们也无法否认荀子在发

出这段议论时善意的出发点。

李斯在辞别老师荀子西行入秦的时候，

曾经非常感慨地对老师说了一段话，也许可以

能够使得荀子原谅那些所谓“败德无行”的士

人：“斯闻得时无怠，今万乘方争时，游者主

事。今秦王欲吞天下，称帝而治，此布衣驰骛

之时而游说者之秋也。处卑贱之位而计不为

者，此禽鹿视肉，人面而能强行者耳。故诟莫

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穷困。久处卑贱之位、

困苦之地，非世而恶利，自托于无为，此非士

之情也。”[3]

的确，所谓“诟莫大于卑贱，而悲莫甚于

穷困”，真实道出落魄士人的痛定思痛，联想

到李斯所谓“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

耳”的宏论，就可以理解战国时代百家争鸣出

现的经济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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