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
,

基本以唐代为模式
。

店

代学校经过唐末五代战乱
,

几近毁灭殆尽
。

宋代中

央官学能从一片废墟上建立起未
,

井创建较完善的

管理制度
,

主要得益于范仲淹
、

王安石等三次兴学

和学校管理改革
。

本文拟对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作

一初步探讨
,

希冀籍此认真总结中国古代教育管理

的经验教训
,

以为今之教育管理决策提供依据
,

从

而使教育管理改革进一步深化
。

一
、

中央官学的组织与管理

宋代有些学校时兴时废
,

隶属关系亦 经 常变

动
,

这给宋代中央官学内部组织与管理的研究带来

一些困难
。

但根据有关史料
,

还是可以使我们看出

端倪
。

而考
,

考满就视其功过决定其升降
。

二
、

中央官学的学生管理

经过三次教育管理改革
,

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

走上了正轨
,

各种管理制度逐步完善
,

学生的管理

亦 日趋严密
。

( 一 ) 生 员入学及招生管理
。

中央官学生 员人

学
,

有一定资格之规定及手续之要求
。

国学监专收

京朝七品以上的子孙
,

称国学生或监生
。

朝中清要

官之亲戚亦可
。 ,

汉太学者之资格有二
:

一为八品以

下子弟
,

二为庶人之俊秀者
。

国子学和太学的招生

手续较复杂
,

从微宗崇宁开始
,

规定各州州学之生

员
,

每兰年选送一次
;

停罢科举之时
,

取士皆由学

校升贡
。

南宋高宗时规定
:

几诸道在本州州 学修浦

宋代中央官学的管理
上教海育科研伪哟

·

1

宋代申央政府在太学设置有祭酒
、

司

业
。

其职掌与唐代类似
,

总掌课 业 之 安

排
、

考试
`
升舍及学籍管理等教导事项

。

其下设置有各项工作之管理人员
,

并对他

们的职掌
,

作了明确规定 、 博士分别掌管

教授经学
,

考查学生学业情现
,

并承担有

训导生徒之责 ( 正录及学正副录
,

并负责

考核生徒学业
,

及其训导工作
,

还负责执

行太学的学规
,

专门负责对太学生徒中违

犯学规者施行惩罚等 )
。

职事副录主要职

掌是协助
,

执 行 学规
。

学谕掌管 给 太 学

生传谕博士所讲授的经义
,

相当于辅导之

职
。

直学管掌全校的教务工作
,

掌管学生

名册
、

考试成绩以及检查学生出入情况
。

另

外
,

木学共分八十斋
,

每斋设斋长和月谕
·

l~

一
~

一
_

一午
,

三试中选
,

得送入人学肄业
。

到

孝宗乾犷时
,

再定
“
泥补

”
之法

,

每三

年应试于卜举之后
,

如有落第举人皆得厘

试
。

合格者
,

得补入太 学
,

是 为
“

祝

补
” 。

孝宗淳熙后
,

因应试者 为 数 较

多
,

即令诸路解试终场人
,

每百人挑选

六人送到学校补试
,

是为
“

待补
” 。

并

规定各州被送各生来京应试时
,

均须呈

验证据
,

考入后补入外舍为外舍生
。

中央所设之专门学校中
,

武学入学

资格
,

有小臣
、

门荫子弟及庶 民
。

入
`

学者
,

一为命官
,

一为举人
。

其入学手续

及招生程序亦较复杂
,

须初入学听讲
,

作为备取生 ;经过相当时期
,

考试后如果

及格遂作为正取生
。

算学生徒入学资抓

ù

一
生

J

中师
,

ù人教科所熊军贤

一人
,

分另!1掌管该斋之斋务
,

并负责考查该斋生徒

之品行与学业
。

这种考查每月要举行一次
。

如果斋

生有违犯校规
,

甚至有触犯究章法典的行为孟斋长
和月谕应当随时予数纠正

,

并呈报学校
。

’

律学设置有教授四人
,

专事戮李
。

后来学校又

从中抽调一 员兼管学务
,

执行学规
。

医学和太学大

体相同
,

均置青博士
、

正录等员
,

分别掌管教务
。

,

中央其它学校
,

如算学
、

书学
、

画 学
、

广文

馆
、

四 门学等等
,

其内部领导管理之具体情形
,

史

载不详
,

难以细述
。

宋代政府很重视对教官的考核
。

其特点
,

基本

上是因事因时而异
,

不象唐朝那样有统叫而稳定的

标准
。

巾央官学教官作为宋朝政府官员
,

按其品级

享受相应的待遇
,

也和其他官吏一校
,

接受政府的

考核
。

其考核一方面纳入宋代整个官吏考 核 之 系

统
,

一方面考察其履行自己的职拿情况 ; 以定其是

升迁或贬斥
。

当时是一年一考
,

三考为一任
,

任满

分命官与庶人二种 ;画学招生也分杂流与士流二种
。

一 ’

中央政府所设之贵胃学校
,

招生面向 宗 空 子

孙
。

凡诸王属尊者
,

得设立小学于其官
,

其子孙白

八岁到十四岁皆得入学
;
其内小学

,

专选十岁以下

宗室儿童资质优异者
。

哲宗于诸宫院设立之小学
,

则专门招收八岁至十二岁宗室儿童入学
。

作为特殊学校的四门学
,

专门招收八品以下门

士庶子弟 ; 而广文馆招生则毋须什么资格
,

亦无产

试手续
,

系专为四方学子来京应科举考试成已试而

名落孙山的举人入馆听讲以备再试之士人而设
。

宋代政府对中央各官学的招生
,

实行 宏 观 管

理
,

根据国家经济实力和各学办学条件
,

规定各学

招生名额
,

不得超过所限
。

( 二 ) 生员的待遇
。

宋代政府每年均给中央官

学拨一大笔田土和房婚
,

以充办学经费
。

所以生长

的持遇自然较优厚
。

譬如太学生皆由官府给食
。

学

生的增多
,

中央拨钱亦随之扩充
。

从熙宁 五 年开

2 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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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
,

太学上舍
、

内舍
、

外舍生均增加给食钱
,

每人

每月增加达一千文左右
。

宋仁宗嘉宇右年间
,

教育家

胡媛和孙复在太学执教
,

要求政府放宽太学有关制

度
,

允许生员在学留宿
。

获准后
“
远方孤寒之士

”

得以寄宿太学
,

在经济上
,

也在住宿条件上为全国

各地的低级官僚子弟和平 民子弟解决了后顾之忧
,

使得他们能遣子来京师肄业
`

各 地
“
无

一

常 乡 ” 、

“
居家养亲

,

不给旦夕
,

而使茫然远行
,

售文于一

试
”
者纷纷来京投考

。

( 三 ) 生 吊的学籍管理
。

中央官学的学籍管理

十分周严
。

太学将学籍的管理分升留级
、

惩罚合于

一体
,

往往一条诏令有多种功能
。

崇宁三年 ( 公元

1 1 0 4年 ) 规定
,

凡贡士入辟雍外舍
,

三经试不与升

补
,

两经试不人等仍犯上三等罚者
,

州戴
”

再赴本

州岁升试
,

是名退送 , 如果内舍已降舍
,

而又一试

不与或两犯上四等罚者
,

亦如外舍法退送
。

太学外舍

已预考察者许再经一试
,

以中否为留遣
,

杀升降退

送悉为辟雍之法
。

如果外舍生入学五年仍 不 预 考

定
,

及不曾请列国学解送
,

或不曾入公试等第者
,

到岁终检校
,

酌即除籍
。

可见宋代中央官学学籍管

理制度是极严密的
。

(
’

四 )史坐宣塾翔业塑退盆巡卫金缨
旦 中央各

官学均制订了严密周详的学规
,

.

旨在对生员进行控

制
。

如太学学规分为五等
,

其一
,

生徒犯规
,

轻则

关暇几月 , 其二
,

重则前廊关暇 , 其三
,

再重则迁

斋
,

若其人果不肖
,

则所迁之斋可 以不受
” ;即迁以

后
,

又必扦斋同舍力告公堂
,

方许放还 , 其四
,

再

重则下自讼斋
,

自宿自处 , 同舍亦不 敢 过 l’Q ,
其

五
,

又重则谓鞭鞋
,

屏斥终身不齿
。

这是较有代表

性的学规
,

说明宋代对生员言行举止的控制
,

极为

严酷
。

又如宋代律学曾规定
,

有犯学规者
,

降舍 ;

考不及格而殿试者
,

薄予罚氮 实行罚款制威
三

、

中央官学的教学管理

宋代吸取唐代教学管理经验教训
,

结合本朝实

际
,

为中央官学配备了一套固定整齐的教师队伍
,

同时对教学管理的程序以及各个环节都作了规定
。

( 一 汇全篓 l 二泣全堕旦盆鱼逛
竺 宋初范仲淹实行

教育管理改革
,

太学依胡理苏湖教学管理经验
,

分

经义
、

治事二斋
。

分斋均以学生爱好与才 能 为 依

呢
。

经义斋要求学生
“
心性硫通

,

有器局 可 任 大

享
” ,

使之讲明 《 六经 》 ,
治事斋要求学生每人洽

一事
,

又兼一事
,

农口治 民
、

治兵
、

水利
、

算历等
,

以导学生 日夕讲究
,

务使通达治体
,

适于实用
。

王

安石和蔡京对教育管 理 再 行改革
,

将太 学 分 外

舍
、

内舍
,

上舍
,

规定太学生初入学为外舍
,

肄业

一年
,

升内舍
,

再学二年
,

然后升入上舍
,

亦研习

二年
。

三个年级共五年
。

三舍曾置八十斋
,

每斋三

十人
。

太学之外学的辟雍
,

崇尚时曾 设 置
“
四 讲

堂
,

百斋
,

斋列五楹
,

一斋可容三十人
。 ”

专门学校的情形较复杂
。

如律学分命官斋与举

人斋
,

分习断按和律令二专业
。

习断按者
,

则试按

~ 道
,

每道叙列刑名五事或七事
, 习律令者

,

则试

大义五道
。

( 二 )望遥当丝旦鱼管丝
, 中央官学根据该学

性质规定其课程与教材
。

论其学校性质
,

国事学
、

大学
、

广文馆大体可以说是儒学
。

武学
、

律学
、

医

学
、

算学
、

书学与画学
,

均属专门学校
,

所设之课

程及规定之教材
,

除皆须研习儒家经典创外
,

各有

其特殊之处
。

而贵胃学校除习儒家经典而外
,

还有

` 些作为有利于平 民布衣的宗室子孙所应学习的内

容
。

宋代规定
,

具儒学性质的学校
,

须习《九经》
、

`

《 五经 》
、

《 三礼 》
、

《 三传 》
。

熙宁以后
,

强令

研习
’

《 三经新义 》 ,

以
“
令学者定于一

” 。

到南宋

变化更大
。

宋孝宗时国子祭酒刘伦请求将富有 “ 国

家化民成俗之意
、

学者修已治人之方
,

则未必无小

补
”
的 《 四书集注 》 及 《 白鹿洞学规 》 立于官学

,

作为教科书
,

得到批准
。

宋度宗时
,

《 四书集注》
、

《 木极图说 ))( 周软颐 )
、

《西铭 》 ( 张载 ) 等理学
家著作

,

都成为统治者钦走的 士 子 必读 之 教
’

科

书
。

各专门学校
,

均要求设置与本校专业相关的课
智

。

如律学除研习与断按
、

律令相关的谋程外
,

几

朝廷有新颁条令 刑部即送往律学
,

令学生研吼
书学则以习篆

、

隶
、

草三体为主
,

还 要 研 习 《
’

说
’

文 》
、 《 字说 》

、 ’

《 尔维》
、
《大雅粉 《方言 》 等

,

并兼通 《 论语 》
、

《 孟子 》 之父
,

愿占大经者听
。

其它谢
口武学

,

医学
,

算学等专业的课程 设置 要

求
,

基本类同
。

军于为宗室子孙设置的宗学
、

诸王

宫学及内小学
,
虽亦分 “ 外博

” 和 “ 初笙
”
二斋

,

亦有教授
、

直讲
、

赞读之设
,

但因入学年龄小
,

程

度较低
,

多属启蒙式教育
。

如其小学
,

设有诵经和

书字二科
,

其要求仅需儿童 “ 初通
” 即可

。

其它启

蒙性学校与此小学大致相同
。 ,

( 三 卜置达置丝理二 自王安石进行教育 管 理 改

革
,

实施三舍法
,

中央官学较完备的考试管理制度
.

遂臻于形成
。

宋代中央官学最典型的考试 管 理 制
`

度
,

当首推太学
。

它有各种考试`
.

月一私试
,

岁一

公试
,

间岁一舍试
。

私试为
“
孟月经义

,

仲月论
,

季月策” , 公试
“
初场以经义

,

欢场翻策论
” ` ,

舍

试狈终系内舍升上舍之考试
。

一

外舍生每年升级一次
,

每年年终公试后
,

参照平时操行与学业成绩
,

可列



入一
、

二等者
,

可以升入内舍
,

内舍生两年升级一

次
,

两年终
,

由学官依照贡举考试手续
,

以弥封誊

录办法
,

进行学业考试
,

成绩达到优、 平二等者
,

参考平时操行与学业成绩
,

符合升级肇求
,

则允许

升入上舍
。

上舍生可以兼任该学的学正
, :

学录和学

谕
。

上舍生研习二年
,

由中央政府遣派要 员 主 持
“
毕业

”
考试

,

教官不得参与
,

其手续与科举省试

办法无异
。

其成绩评定为三等 , 学业成绩与操行皆

优者为上者 , 一优一平为中等 , 两样均平或一优一

否为下等
。

成绩达到上等者
,

可以马上授官 , 达到

中等者
,

可免除礼部考轼 , 达到下等的
,

可免除解

试
。

上等资格与进士同
。

到了甫宋时欺
,

三舍法更

臻严密
,

太学又实行了积分之法
,

_

即将每次考试成

绩积累起来之意
。

凡学生成绩
,

质定评分
,

以八分

为优等 分之下以厘计
,

犹如今之八十水 生员达

到了规定的积分标准
,

始得出学授官
。

成绩优异的

生员
,

只要达到积分标准
,

可不受学习年限制约
。

中央官学的考试还有学行的考查
。

因学生成绩

的评障
,

将学业与操行结合
,

故很重视对学行的考

查
。

生员初入学
,

由斋长或月谕逐 日登记其操行
,

到了季未
,

送学谕查考一次
。

学谕考查后
,

再由学

录考查
,

嗽后又过十天由博士考查
,

最后由祭酒与

司业考查
,

到一岁之才
,

祭酒
、

周业会同全体教职

员一起评定学生的操行成绩
,

并记入学生拣行登记

簿
,

萝是进人了
`

肥篆
” ,

供引孝
、

考训参老
。

一

二诸专门学校之名衬
,

醋实行三节扫夕}
,

汀有一

些具体考试办法
。

这里不祥述了
。

对中国古代教育管理史的研究
,

目前还未弓}起

教育史学界的重视
。

笔者认为
,

吸取古代教育管理

的经验教训
,
可使我们库扳教育改革之禾箫

,

刘勿

育管理问题的分析能更深刻一些
、

片肯一 些
。

它不

仅刘教育宏双拄制
、

掷双管理大有科乡
,

对孝育粉

理人员素质的提高亦有相大柞厂
。

( 上接第5页 )

预示着现代教师素质的发展方向
。

目戴教叮教学分

工是科学化产物
,

任务只是培养本科专家
,

英才儿

童
,

而现代教育需要帮助学生确立全面成长的新形

象
,

发展完整人格
,

因此本世纪未将结束单料教师
的历史使命

,

要求教师具备和谐完整的全面素质
。

第三
,

现代教师素质要求的祖角深人了
。

过去
,

人

们对教师的评价着重手外部行为和 知 识
’

结构
,

比

如
,

是不是加班加点
,

晚睡早起
,

带病坚持工作
,

是不是 `
达标

” 等等
。

现代教肺素质研究和罗杰斯
的观点

,

以及学生对教师的评价
,

`

都向时把注意力

转向了教师内部的个性心理品质
,

`

呈玫徐入耀势
。

现代科技发展巨大冲击的显著后果
,

是入文精神的

枯萎
,

因此
,

现代教师应该帮助学生确立丰富的人
文精神

、

和谐的生活式样
、
以及谁康的心理品威

,

而这有赖于教沛自身个稣质答发哀
,

菌为
“ 只有

个性才能作用于个性的发展和难式
,

只有性格才能

养成性格” 。

同时
,

现代研究还证明
,

学生学习效

牙也同教师心理品质有关
。

美国心理学家说
,

在教

学过程中
,

师生间不仅代授
、

学习教学大邹万定的

正式课程
,

而且还传递
、

领会教学大外丹未办定的

态度
、

意愿
、

情感等个性心理特征功面的内容
,

教

师良好的心理品质
,

能有幸地禾兀俘生 潜 意 识作

用
,

收到最佳教学效果
。

因此
,

国外有把个性舒质

作为考核教觅首要有推的
。

以上三点启示
,

归结起

来就是
,

思考现代教师素质
,

必须冲破传纹的教学

观
,

顺应时代发展滨流
,

突出教师的个 性 心 理 品

质
。

勃拉克韦尔在 《 结构主义科学理论的说明 》 中

说
: “

结构是任何有组织的复杂系纹
,

这些交换受

规律支配
,

而且自动调节
” 。

任何仑理的给教尸有

通过信息预侧和反馈
,

进行自我调节
,

才徘与外界

保持平衡
,

实现其合理性
。

现代教师素矛是个鲜构

系统
,

’

也必须遵循规稗进行自我调节
,

才箭竹会时

代的发展需要
。

( 下期墩登 四
、

尖于教学的教衣性 )

( 上接第4 1页 )
,

选取十位参加这三科考试的考生
,

现把他们的

原始分数
、

未正态化处理的标推分数利正态化后的

T分数统计于表六
。

:
1

`

争

计算表六中三种总分秩序韵等级格关系 数 如
右表

。
’

、

访
-

表中等级相关系数说明找功原始分数与标准分

数的关系不密切 ,
,( 勿 ) 正态化 T分数不但与原 始

分数的关系极为密切
,

三

而且也和标堆分数的关系极

标准分数

0
.

义2
’

正态化丫分毅

原始分教

标准分报

0
.

8 2 3 夸 *

0
,

7 9 4 书

( 注 : * * 衣示 P (
.

0 1 )

为密切
。

这就是说
·

,

正态化T 分数 ( 总分 ) 最能代

表原始息分和标准总分的信息
,

因而用正态化 T 分

数来衡量考生多科考试成绩最为合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