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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在新时代中国对启蒙教育高度重视的背景下，本文基于私塾的起源与发展历史，以私塾为例，分析了中

国明清时期启蒙教育的发展动力，主要动力分为作为内在动力的读书人对于读书应举的信仰，与作为外

在动力的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在多重因素的促进作用下，私塾教育逐渐走向成熟，其发展过程中有功

有过，但最终被新式教育代替，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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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high emphasis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in contemporary China,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origi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private schools (sishu). Using sishu as an 
example, it analyzes the driving forces behind the development of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dur-
ing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n China. The main driving forces include the intrinsic motivation 
of scholars’ belief in studying for the imperial examinations and the extrinsic motivation of ad-
vancements in printing and publishing technology. Under the influence of multiple factors, sishu 
education gradually matured. While it had its merits and demerits during its development, it was 
eventually replaced by modern education and decli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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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

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1”党的十八大以来，教育事业被摆在更加突出的优先发展战略

地位；儿童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启蒙教育是教育之基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要从娃娃抓起、从学校抓起，做到进教材、进课堂、进头脑。”；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办好学

前教育”。本文以的明清时期的启蒙教育——私塾为例，对中国启蒙教育的功与过进行分析。 

2. 中国私塾的发展背景 

2.1. 私塾的起源 

“塾”是一种民间教育机构，在中国传统社会承担着基础教育的重要任务。私塾可以指代“塾”的

一种，即私人在家设馆教书，也可以指代“塾”的通称，现代学者一般使用私塾作为通称的这一含义。 
探究私塾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私学。私学起源于春秋时期，兴盛于战国“百家争鸣”时期，至秦朝

“焚书坑儒”禁私学，汉代立儒为尊而兴私学。从此，私学的规模和数量逐渐扩大。隋唐是中国教育发

展的鼎盛时期，不仅在官学上走向完备，而且在私学上也走向成熟。直至明清时期，私塾的发展进入鼎

盛阶段。 
明初，明太祖有感于教化治国的重要性，“治国以教化危险，教化以学校为本。京师虽有太学而天

下学校未兴。宜令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化，以复先王之旧”[1]除了

在中央设立国子监，在各府、州、县也普设学校，以兴教化。同时，明太祖借鉴元代时推行教化的方法，

于城镇乡村中广设社学，力图将皇权触角延伸至社会的最底层，以实现对全国的有效控制。 
清代教育基本上是沿承明代时的教育结构而发展的，中央政府亦十分重视国家对教育的管控，发展

官学的同时，不遗余力的提倡并参与组织蒙学教育，大力开设社学和义塾，鼓励私塾发展，“为使蒙学

教育纳入国家教育系统，形成从初等到高等教育的完整教育体系奠定了基础”[2]私塾的发展又到达了一

个新的顶峰。 

2.2. 私塾的发展动力 

2.2.1. 对于读书应举的信仰 
明清时期是我国封建社会走向顶峰并逐渐向近代社会过渡的时期。在教育方面，科举制逐渐规范，

启蒙教育也更加受到重视，私塾就是一个典型的代表。 
许多科举参加者从童蒙时期开始就接受科举知识教育，并进行科举考试科目训练，私塾便成为了一

个重要的应举学习场所。其学习内容不外乎识字、习字、读书、作文几项。初学者以三百千、杂字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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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能力者进一步学习四书五经，为科举做准备。至于私塾内学习的教材，明清两代的蒙学教材除了过去

一直流传的“三百千千”之外，出现了科举针对性极强的教材，如《龙文鞭影》《幼学琼林》《声律启

蒙》《笠翁对韵》等，这类书是专门训练应举技能技巧，储备知识的教材，为后续的科举考试做好准备

[3]。明确的学习目的与比较完备的学习资源共同促进了私塾的进一步发展。 

2.2.2. 印刷出版技术的进步 
明清是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并用时期，两者相互促进，把我国的印刷出版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南京、北京国子监都从事出版工作，尤其是江南印刷业的发展，印刷了大量的政治性和教化性的读物，

促进了各类文化的传播，同时对于私塾教材的印花有一定的贡献作用；私人刻印之风更盛，这一时期刻

印的书籍种类之多，数量之大，不胜统计。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彩色印刷技术也应运而生，出现了彩

色套印的木刻画。明清方志木刻本遍及全国各地，说明雕版印刷仍空前发达[4]。印刷技术的进步不仅仅

促进了科举考试的发展，还为私塾教育的繁荣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3. 明清时期私塾的功与过 

在科举制度的促进过程中，中国私塾逐渐发展，至明清时期，私塾已经进入了成熟阶段，对中国教

育的进步产生了有利影响，如为平民提供了教育福利并培养了大批人才。但是随着科举制度逐渐深入人

心，明清时期的私塾教育固化了学习模式，且限制了女子教育，并在明清末期科举制度的畸形发展的背

景下，其教育理念落后于时代的潮流，最终私塾走向衰落，退出了历史舞台。 

3.1. 私塾教育培养了大批人才 

虽然中国明清时期的私塾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固化了学习模式，限制了女子接受教育，对明清时期

的中国社会乃至近现代社会产生了不利影响，但是培养了大批人才，仍然具有教育意义。不论是平民子女

还是富家子弟，都希望在私塾的教育中金榜题名中科举，科举考试激发了私塾学生学习的积极性，虽然考

试的模式固化，且尤其在明清时期的八股文限制了考生的思想，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培养了大批人才，这不

仅仅是科举制值得称赞的一点，也是私塾教育的成功一面。在科举制度的影响下，私塾教育培养出了许多

不乏名垂青史的大人物。比如，视“通过读书，做一个圣贤的人”为天下最要紧的事的王阳明，曾在私塾

读书，第一次参加乡试便中举人，他 54 岁辞官回乡讲学，在绍兴、余姚一带创建书院，宣讲“王学”，

并在天泉桥留心学四句教法：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晚

清名臣曾国藩五岁启蒙，六岁入家塾“利见斋”，在湖南乡试中，中试第三十六名举人。 
中举后的文人学者，许多也会致力于私塾蒙馆，教书育人，有望培养出能够金榜题名中科举的子弟。

在科举制度的促进作用下，私塾也在培养赋诗做书人才的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3.2. 私塾教育为平民提供了教育福利 

自古以来，读书学习都是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的支持的。中国的汉唐时代，能够有机会读书识字的

都是家庭较为富裕的子弟；在同时代的欧洲，读书是贵族的专利；直至中国的宋代，科举制的规模逐步

扩大，开始大规模录取平民，但是由于平民子弟受到家庭条件的限制，并不能承担对于读书学习的开销；

明朝开始，私塾教育进一步发展，数量逐渐增多，规模也逐渐扩大，按照私塾的设置情况可以分为村学、

家塾、坐管、义塾。其中村学多出现在农村，属于贫家子弟的学堂，这满足了平民对于受教育的需求，

为平民提供了教育福利。 

3.3. 私塾教育固化了学习模式 

明清时期，科举考试是官员选拔的唯一途径，带有相当高的权威性，金榜题名中科举被视为人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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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喜事之一。许多孩童从启蒙教育阶段就被送入当时所谓的“学校”，以中科举考试位目的，从小进行

培养。私塾为典型代表。其教育方式较为单一，启蒙形式也相对固定，以中科举为单一目标，固化了学

习模式，在后期呈现出难以适应社会发展的弊端。 
由于科举考试内容多出自四书五经，所以启蒙教育以识字为基础，又因为以儒学思想为道德核心进

行教化，明清私塾的教育方式是一种完全灌输式、填鸭式的教育方式。私塾一直遵循隋唐时期以来的传

统教学形式，规模为约二十人左右的小班教学，私塾先生规定私塾的课程安排与教学内容，学生听从先

生的教诲与安排。除了固定的应试知识以外，对孩童的德育要求相对统一，所以启蒙形式也相对固定。

此外，明清私塾的教育目标也较为单一，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个人个性的发展。科举致仕这一中心目标在

孩童时期便已固定化，甚至要求童蒙时期便开始训练八股文写作，《塾课发蒙文式五则》就是指导八股

文写作的教材代表。《三字经》中还记录有“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扬名声，显父母”的

观念，向儿童强调学习举业光宗耀祖的重要性，可见“应试”的特征明显。 
这种学习教育方式固化了学习模式，并且在单一教育目标下，教育者并没有注重受教育者整体素质

的提高，忽视了教育本身的意义[5]。 

3.4. 私塾教育限制了女子教育 

明清时期的女子启蒙教育分为家庭启蒙和闺阁塾师到家中坐馆两种，以知识教育和培养审美、陶冶

情操为目的。但是受到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维护男性的权威地位，社会观念普遍认

为“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所以贵族官宦、文人士子家庭的女子既须接受启蒙教育，又要严

守“不出闺门”的礼法，因此她们大都只能接受家庭启蒙教育。甚至有些女子孩童时期并不能很好地接

受启蒙教育，受传统女教思想的影响，被限制在男性教育的门槛之外，接受的教育与男性大不相同。此

外，不仅仅是明清时期私塾内的女性教育受到限制，整个封建时期女性地位较低，女子使用的启蒙教材

主要有《女儿经》《闺训干字文》和《女训约言》等，这些教材中针对女性提出严格甚至苛刻的要求，

损害了女性受教育的利益[5]。 

3.5. 新式教育出现，私塾走向衰落 

清朝教育随着时代发展出现了较大的变化，从清初承袭注重儒家经典忽视自然科学的封建教育，到

中西并存的洋务教育，再到清末新政废科举、摒弃旧式封建教育，建立了资产阶级性质的近代教育制度，

私塾教育在西方先进思想的传播过程中与先进思想分子与封建思想对抗的过程中，逐渐走向历史的边缘。 
1905 年，清政府废科举、兴学堂的法令正式实施，以中举为目的的私塾教育呈逐渐衰落趋势，到新

中国成立时，作为传统教育主要组织形式之一的私塾，在广大城乡还有一定的势力。新中国成立后，各

级政权开展了改造私塾的活动，国家对私塾进行统一管理，私塾的发展受到了限制，到 1952 年底，私塾

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 

3.5.1. 清政府废除科举制度 
与明朝相比，清朝的私学教育模式没有发生太大改变，以私塾为代表的私学在教学内容上依旧是注

重儒家经史义理，忽视自然科学，教学形式与教学方法上依旧落后于同时期的西方各级教育。科举制度

在清朝依然没有松弛的迹象，甚至在选拔制度上比明朝更加完备，直至清朝末期，旧式科举选拔官员制

度与对实用人才的现实需求形成对立之势，清朝政府才实行了废除科举的计划，1905 年，科举制度经过

1300 年最终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而明清时期的私塾其主要目的为应试中举，积累科举考试经验，面对已经被废除的科举制度，科举

制度的废止给私塾教育带来了沉重打击，从此，私塾也几乎停滞了发展，直至 1905 年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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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2. 西方先进教育的影响 
清朝末期，西方教育开始在中国的传播。西方教育注重传播科学知识，其科目包括数学、格物、化

学等具体的技术课程。这使得中国儒家思想受到了冲击，私塾教育的正统性受到质疑。受到西方先进思

想的影响，中国许多许多多的教育学者与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觉醒，他们认识到中国封建教育的弊端，

开始了中国几千年以来以儒学传授为核心的封建教育的积极对抗，为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提

供了现实的途径。晚清以后，新式学堂开始兴起，洋务学堂、教会学校、维新学堂以及维新时期主张建

立的京师大学堂等各类新式学堂都尝试学习西方学校的教育制度，改变原有的固化的教育内容，这也从

侧面反映了以儒家思想为指导的经学教育走向衰弱[6]。 
新式教育摒弃了儒家经典为主的中式传统课程，教学方法上反对死记硬背，主张学以致用，理论结

合实践。中国的教育开始走向现代化，私塾教育在现代教育体系中的地位也逐渐边缘化，私塾教育不顺

应时代的进步，走向衰落[7]。 

4. 结语 

本文探索了中国明清时期私塾的起源和发展，并分析了在多重因素的推动作用下，私塾最终被新式

教育取代，走向衰落的历史命运。借古鉴今的思想方法一直在教育的研究发展的过程中起到重要意义。

探索中国传统启蒙教育的功与过的同时，也为中国当代启蒙教育的发展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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