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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学前教育

第一单元

学习目标
●● 了解原始社会儿童社会公育的实施形式和教育内容。
●● 了解奴隶社会学前教育和宫廷学前教育的内容。
●● 了解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和内容。
●● 掌握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特征。

学前教育作为古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历经数千年的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教育经验。本单元

主要介绍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基本形式、教育内容及特点。

原始社会的学前教育模块一

在原始社会，学校尚未产生，自然不可能有学前教育，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对儿童实施的教

育，相反，这一时期存在着以社会公育形式进行的儿童教育。

一、原始社会儿童的社会公育

在原始社会，由于社会资料公有，没有阶级、没有家庭，所有的成员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所组

成的一定集体内，在平等互助的基础上进行集体的生产与生活活动。因此，对儿童的教育是由整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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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始人群或氏族部落共同承担的。对儿童实施公育成为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基本形式，即公养公育。

原始社会对儿童实施公育，其教育内容均与儿童今后将要参加的集体内共同的生产与生活密切

相关。长辈将简单劳动工具的制造技术、取火的技术、渔猎的经验、采集和农作物栽培的经验，以

及原始手工业如捻麻线以制衣和造土、调土以制陶器等技术传授给后代，使他们从小就爱劳动，会

劳动。

除了生活和劳动教育外，原始社会对儿童的公育内容还包括思想意识教育、审美意识教育。

思想意识教育主要包括道德教育和宗教教育。通过道德教育，儿童可以从小就懂得不能损人利

己，不能侵犯集体公共利益，否则就要受到公众的谴责；要尊敬长辈，听从指导，照顾老人，爱护

幼小，团结互助。通过宗教教育，儿童不但能养成宗教意识和情感，而且能在参加的宗教祭祀活动

中学到一些生产知识、历史传说、自然常识等。

通过审美意识教育，儿童不但能学到简单的歌词、曲调、舞蹈动作，以调节精神，而且能学到

生产、生活知识。歌舞还是形象化的、儿童喜欢的体育、军事训练。因为当时环境恶劣，所有的成

员都要参与对自然的斗争，儿童要接受艰苦环境的磨炼，所以长辈要对孩子进行体格训练。又因为

部落之间有争斗，所以孩子从小就要接受军事训练，五六岁的男孩要学用弓箭、木枪，七八岁的男

孩要练习骑马、遛马等。

知识拓展

史书中关于社会公育的记载

《礼记·礼运》中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

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

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

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这是对远古时期社会与儿童教育形式的追忆与描述，

反映了当时社会并不注重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即“大同之世，人不独子其子”。

二、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特征

原始社会儿童教育的特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教育无社会性和阶级性。在集体中，不管什么人都有享受教育的平等权利，即每个社会成

员都可以受到平等的教育。原始社会是用平等的精神教育下一代的，即教育的内容充分体现了平等

互助、团结友爱的精神。因此，原始社会的教育除在年龄及社会分工方面有所不同外，没有任何其

他差别，完全是人人平等的。

（2）原始社会的老人是原始社会儿童教育工作的主要承担者，体现了“长者为师”。由于生产力

发展水平低下、科学文化知识落后，原始社会的教育仅仅处于一种萌芽状态。这一时期的教育没有

专门的教师，没有专门的机构，也没有文字和书本。

（3）教育活动与社会生产劳动融为一体。当时的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人们为了满足最低

限度的物质生活，不得不把全部精力用在生产劳动上。因此，生产活动几乎成为原始社会唯一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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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这就决定了原始社会的教育只能为生产劳动服务，围绕生产劳动进行。

（4）教育手段是言传身教。原始社会以游戏为主要的教学手段，采用在实践活动中进行教育的

方法。尽管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歌谣、谚语等传递间接经验的教育形式，但言传身教仍是当时最主

要的教育手段。

奴隶社会的学前教育模块二

从夏朝开始，我国进入奴隶社会。夏朝（前 21 世纪—前 17 世纪）是奴隶制形成的初期，也是

我国的第一个奴隶制国家，经历了 400 多年。商朝（前 17 世纪—前 11 世纪）是奴隶制发展的时期，

经历了 600 多年。西周（前 1046—前 771）是奴隶制全盛时期，经历了近 300 年。春秋（前 770—前

476）是奴隶制逐渐走向瓦解的时期，经历了近 300 年。在这一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国家

机构的建立及文字的出现，学校初步建立起来。随着学校教育的产生，与此相对应的学前教育开始

出现。

纵观整个奴隶社会，学前教育系统性增强，制订了专门的学前教育计划。另外，奴隶社会出现

了私有制和阶级，学前教育由原始社会的公育转变为各亲其子。

一、奴隶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计划

西周时期是我国奴隶社会鼎盛时期，当时人们已经能够按照婴幼儿的年龄来循序渐进、有条不

紊地制订并实施学前教育计划。《礼记·内则》中记载的学前教育计划是我国教育史上最早的关于学

前教育的记录，不但是当时学前教育发展的标志，而且对后来的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实施产生了一

定的影响。

知识拓展

《礼记·内则》中关于学前教育计划的记载

《礼记·内则》中记载：“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丝。六

年，教之数与方名。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八年，出入门户及即席饮食，必后长者，始教

之让。九年，教之数日。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这是一个比较系统的学前家庭教育

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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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奴隶社会宫廷学前教育

（一）宫廷学前教育的重要意义

在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君主是天下唯一的主宰者，有“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

滨，莫非王臣”之说。君主的意志就是最高的法令，臣民必须服从。在这种情况下，君主本人的素

质是决定国计民生的首要因素。在一个“明主”的统治下，社会可以出现“太平盛世”；相反，一个

暴君或昏君可能导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甚至国家灭亡。因此，古代在提倡以德治国的宗旨下尤其

重视对君主，特别是君主接班人——太子的教育。在这种情形下，朝廷派人加强对王权继承人进行

早期学前教育，使其德行趋向完善，就成为至关重要的事情。由此可见，加强宫廷学前教育具有政

治与教育的双重意义。

（二）保傅制度

保傅制度是指朝廷内设有专门的师官、保官、傅官以对君主、太子进行教谕的制度。各种保傅

之官在太子还在襁褓之时就被任命了，且有明确的分工：保，负责太子身体保育工作：傅，负责太

子道德培养工作；师，负责太子知识教育工作。师官、保官、傅官分工合作，全面负责太子的教育

和培养。因保傅之官承担教育、培养太子的重任，故朝廷对其的选拔和任命极为慎重。周成王的

“三公”（召公、周公、太公）都是历史上享有盛名的贤臣。后代选拔保傅之官，也都注重在“天下

之端士孝悌博闻有道术者”中选拔。贾谊认为西周之所以国运长久，正是因为君主有良好的保傅之

官进行辅佐。如周成王，前有周公“导之道”，左有太公“辅之善”，右有召公“拂之过”，后有史佚

“承之遗忘”，在这些正人君子的教育和培养下，因而“虑无失计，而举无过事”，即思虑和行为均可

以避免失误与过错。

知识拓展

《新书·保傅》中关于保傅制度的记载

贾谊在《新书·保傅》一文中说：“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故自为赤子，而教

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

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

师，是与太子燕者也。”

由此可见，保傅制度的传统对整个古代的君主教育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为太子选师保傅，选左

右，就是为了使太子在师保傅的教育、影响下成为言行端正、道德高尚、有统治能力的人。所以，

《魏书·李彪传》中说：“训导正则太子正，太子正则皇家庆，皇家庆则人幸甚矣。”

（三）“备三母”制度

在后宫中挑选适宜的女子担任子师、慈母和保母等专职来承担保育和教导太子、世子的生活事

宜，这就是“备三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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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拓展

《礼记·内则》中关于“备三母”制度的记载

据《礼记·内则》记载，西周在国君太子、世子出生之后就要从后宫妃妾中挑选“宽裕、慈

惠、温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为子师，其次为慈母，其次为保母，皆居子室。他人无事不

往”。“三母”的职责分工是“子师，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处者”。

这就是说，子师负责太子、世子行为规范的教育，慈母负责太子、世子衣食及其他生活需要的供

给，保母负责太子、世子居室的安置料理。“三母”均陪同太子、世子居住在专门的宫室中，以

承担保育、教导的事务。郑玄认为，《礼记·内则》中已表明，世子九岁之前的教育皆由子师、

慈母和保母承担。

除“三母”之外，还要从大夫之妾或士之妻中选择乳母以哺育太子、世子。被选中的乳母一般

都得离开自己的丈夫，不能与丈夫同居，因为同居会使乳量减少，不能满足乳儿吃奶的需要。乳母

哺育太子、世子至三岁断奶，然后出宫。国君要给予乳母厚赏、封赠，有的被封为君、夫人，其待

遇十分优厚。

宫廷中择“三母”教养太子、世子的做法也影响了士大夫家庭，只是规格逐次下降。郑玄认为，

士大夫家“但以庶母为慈母，而兼子师、保母之事”。庶母即父之诸妾，兼“三母”之职而不再分

工。士以下的家庭则“妻自养其子”。中国古代十分重视“乳母之教”。清代张伯行的《小学集解》

中说：“凡生男女，自赤子以至长大，皆当随时教训。而教从母始，乳母之教，所系尤切。”张伯行

认为，乳母是否贤德，关系很大，因此古代对选择乳母十分谨慎。他提出古人选择乳母的原则是宽、

裕、慈、惠、温、良、恭、敬等。这实际上是《礼记·内则》所述的择“三母”的标准，即将“备

三母”的目的和要求集于乳母之身。

三、早期胎教的实施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胎教的国家。在两千多年前的《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胎教”的论述。

《大戴礼记·保傅》对胎教做出了明确规定：“古者胎教，王后腹之七月而就宴室。太史持铜而御户

左，太宰持斗而御户右。比及三月者，王后所求声音非礼乐，则太师缊瑟而称不习；所求滋味者非

正味，则太宰倚斗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据《史记》记载，中国古代第一个对孩子进行胎教的

是周文王的母亲太任，效果似乎很好，周文王生下来非常聪明。文王的孙子周成王也是接受胎教之

后而生，长大后智力超常。早期的胎教虽然大多数是针对君主而言的，但也有普遍的意义。

四、奴隶社会学前教育的特征

奴隶社会是我国古代学前教育的奠基时期，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由于家庭的出现，原始社会的儿童社会公育已经消失，代之以家庭来承担教育学前儿童的

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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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奴隶主贵族居于统治地位，垄断受教育的权利，因而儿童的学前教育仅限于在奴隶主贵族

家庭中实施。

（3）学前教育与学校教育已有较明确的年龄划分。

（4）对儿童实施的学前教育不但有鲜明的阶级性，而且已经注意到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制订相

应的学前教育计划。

（5）奴隶社会的最高统治者对学前教育尤为重视，不仅建立了针对君主教育的保傅制度与“备

三母”制度，还提出了实施胎教的要求。

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模块三

战国（前 475—前 221）时期，中国开始进入封建社会。由于奴隶制度的瓦解，新兴地主阶级登

上政治舞台，士阶层的壮大、私学的大兴扩大了受教育对象群体，使更多的人掌握了原来被贵族垄

断的文化与道德等方面的知识，为更多的家庭实施学前教育提供了可能。在封建社会，家庭是社会

的基本细胞，它既是子女与社会最早的接触点，也是我国古代儿童接受学前教育的场所。

一、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目的

在封建社会，历代统治者多重视教育，设立学校，他们的目的主要在于通过学校教育为封建社

会培养“建国君民”的统治人才。隋唐以后，由于科举制度的影响，学校日渐成为科举的附庸，但

其最终目的仍然是培养统治人才。因此，封建社会的许多家庭在实施学前家庭教育的过程中常以

“学而优则仕”的思想教育儿童，以日后求官晋爵的思想启蒙儿童。同时，统治者非常重视学前家庭

教育，视其为封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造就官僚后备军的人才教育的开始。

如果说齐家治国是政治家为古代学前家庭教育制定的终极目标，那么光耀门楣则是普通家庭实

施学前教育的实质动机与最切近实际的目的。将个体的光荣与家庭的荣耀联系起来，源于中国社会

的特点。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注重血缘关系的社会，历代统治者制定法律，惩罚罪犯，都不只限于

个人，总要牵涉整个家族，所谓“一人当灾，全家遭殃”。正是个体与家庭间这种休戚相关、荣辱与

共的关系使学前家庭教育在封建社会显得格外重要。家中长辈都视子女为私有财产，希望通过家教

早日使子孙“成龙”，以达到振兴家业、光宗耀祖的目的；同时，子孙们亦以身许家，把光耀门楣作

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和报答父母养育之恩的最好方式。

二、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

封建社会的学前家庭教育内容主要包括思想品德教育、生活常规教育、文化知识教育、身体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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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教育等方面。

（一）思想品德教育

在家庭中对儿童进行思想品德教育，主要是使其形成初步的道德观念，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

这种思想品德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 孝悌

在封建社会中，培养儿童的孝悌观念是学前家庭教育的首要任务。对儿童进行“孝”的教育，

不仅要求儿童从小养成不违父母意志、服从父母绝对权威的习惯，还要求儿童自小养成敬奉双亲的

习惯。家庭教育强调悌德的培养，目的是使兄弟和睦，家族兴旺，个人日后能在社会上立身。

知识拓展

史书中关于孝悌的记载

《孝经·纪孝行章》中说：“孝子之事亲也，居则致其敬，养则致其乐。”意思是说，孝子的

事亲之道主要是平时对父母的态度应恭敬，不得懈怠，尽己之能侍奉父母并使其得到快乐。《礼

记·曲礼上》中提出，儿子对父母应做到“冬温而夏清，昏定而晨省”，即冬天应使父母温暖而

不受寒，夏天应使父母凉爽而不受热，晚上要为父母铺好床，早晨要向父母请安。东汉时的黄香

可以说是实行这种孝行的典范。“香九龄，能温席”，意思是黄香在 9 岁时对父亲非常孝顺，在寒

冬时用自己的身体为父亲暖被窝。因此，他被列为古代二十四孝之一，成为封建社会儿童学习的

榜样。

2. 崇俭

在封建社会，父辈创下的家业，小辈坐享其成，难知其中的艰辛。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

如果不使自己的子弟养成俭朴的生活习惯，他们就有可能成为败家子，这也是许多家庭重视对儿童

进行崇俭教育的一个重要原因。

为了培养儿童俭朴的生活习惯，对幼儿的饮食与衣着，古人主张不能过于讲究，如《礼记·曲

礼上》中曾规定“童子不衣裘裳”。这不仅是因其过暖不利于儿童发育，更主要的是因其华贵不利于

儿童养成崇俭的习性。清代的唐彪对此说得很明白：“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罗绮裘裳，恐启其奢侈之

心，长大不能改也。”

3. 诚信

诚信就是诚实无欺。儿童天性纯洁美好，“绝假纯真”，然而由于受到不正确思想的影响或自身

因自夸或惧过，有时也会说谎。一旦儿童由于某种原因说了谎，父母就应该及时训诫，予以纠正，

以杜绝此类事情再次发生。宋代邵博在《闻见后录》中曾记载史学家司马光儿时的一件事。小司马

光有一次剥核桃吃，但不会剥皮，其姐要帮助他，他执意不肯。后来一婢女帮他用热水把核桃烫一

下后，就很容易剥去了皮。姐姐再来时见他已将核桃皮剥去，便问是谁帮他剥的，司马光回答是自

己所为。恰好父亲在旁边目睹了此事的经过，听到司马光的回答便厉声训斥：“你怎么敢胡说？”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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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光从此再也不敢说谎了。

4. 为善

古代学前家庭教育中非常注重使儿童养成行善去恶的观念，经常教育儿童除在家孝顺父母、敬

爱兄长外，在外凡是合乎道义的利人之事都应为之。孩童年幼，不可能做出惊天动地的大善事，故

许多家长非常重视教育儿童行小善、戒小恶，积小善以成大德。

知识拓展

史书中关于为善的记载

三国时的刘备曾遗诏教训后主说：“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西汉贾谊在《新

书》中曾记载了这样一则古人教子为善的故事。春秋时期的孙叔敖幼时在外玩耍，见到一条两头

蛇，回家后向母亲哭诉：“我听说看见两头蛇的人必死，今天我见到一条两头蛇，恐怕我活不了

多久了。”母亲问他蛇在哪儿，他说：“我怕别人又看见它，已将它打死埋掉了。”母亲说：“你不

必担忧，凡积善行善的人，老天爷都会予以保护的。”古人重视教育儿童为善积德，积小德成大

德，这无疑是可取的。

（二）生活常规教育

封建社会的家庭对学前儿童实施生活常规教育，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礼仪常规的训练和卫生习

惯的养成。

1. 礼仪常规的训练

在封建社会，幼儿的礼仪常规训练又称为幼仪教育，它充溢着封建礼教的思想和内容。幼仪教

育首先是合乎礼仪的姿态训练。要求幼儿站有站相，须直身而立，两眼平视前方，不要耸肩驼背和

左右倾斜。幼儿不但站相要正，行走、坐卧的姿态同样要求保持端正，符合幼仪的规定。

其次，对幼儿进行尊老敬长的礼仪常规训练。这是幼仪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实际上也是一种

礼貌知识教育。按照规定，幼儿路遇长辈，必须快步上前正立拱手，若长辈有问则答，无话则退；

当长辈领着幼儿走路时，幼儿应以双手握着长辈的手；当长辈抱着或挟着幼儿，并偏着头与幼儿讲

话时，幼儿应掩口而对，以免气触长辈；长辈召唤幼儿，幼儿须疾步前往；听长辈教训，幼儿须谦

恭起座、低头听受，不可顶嘴抗辩；在长辈面前，幼儿不要卖弄才华。总之，幼儿对长辈必须谦恭、

礼让，不可恣意妄行。

最后，对幼儿进行初步的待人接物的礼仪常规训练。古时家长们经常教育幼儿在与别人同坐时，

不应将双臂横撑在席上，以免妨碍邻座的人；在遇父亲的朋友来访时，进退要听从其吩咐，以示恭

敬；在与客人同进屋时，进门要让客人先行；在客人面前，不应吆喝等。

2. 卫生习惯的养成

养成日常生活中的卫生习惯是幼儿家庭生活常规教育的一项重要内容。南宋教育家朱熹就曾要

求幼儿在每日鸡鸣起床后，自己完成洗脸、漱口、梳头等事务，并且规定“自冠巾、衣服、鞋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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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须收拾、爱护，常令洁净、整齐”。清人李毓秀亦要求幼儿“冠必正，纽必结。袜与履，俱紧切

（指都要穿好）。置冠服，有定位。勿乱顿（放置），致污秽”。幼儿除了穿戴要整洁外，饮食卫生也

必须讲究。许多家庭当孩子能独立饮食的时候，就教其用右手拿筷子和汤匙；在其大小便后，要求

把手洗干净；在其吃饭的时候，教育其不能贪多，喝汤时不要让汤流出嘴角，不要把吃过的鱼、肉

放回菜盘；等等。

幼儿不仅要注意个人的卫生习惯，还要为家庭的环境卫生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洒扫小事。例如，

朱熹要求儿童应经常把住所的地面打扫干净，擦拭几案，使其时时保持洁净。清人朱柏庐要求其子

弟“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这不仅能培养幼儿爱清洁的习惯，对幼儿勤劳习性的养成

亦不无裨益。

（三）文化知识教育

封建社会家庭对幼儿实施的文化知识教育主要是教他们识字、学书、听解四书，以及学习一些

名诗、名赋、格言等。当时除重视对幼儿进行文化知识的传授外，还着意使幼儿养成乐学、勤学的

学风。为此，他们常常鼓励幼儿要从小立下大志，以此作为勤学苦读的目标和动力。例如，三国时

的诸葛亮在《诫子书》中曾说：“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他视志向为成才的前提与保障。

（四）身体保健教育

古代学前儿童的教育内容以思想教育与文化知识教育为主，但同时许多家庭注意到教养结合的

问题，强调注重对婴幼儿的身体保健工作。游戏是幼儿喜爱的活动，也是古代家庭中加强幼儿身体

锻炼的重要方法。古时能起到锻炼身体作用的幼儿游戏主要有拔河、跳绳、放风筝、踢毽子、踢球

等，许多游戏至今仍被幼儿所喜爱。

知识拓展

史书中关于身体保健教育的记载

明代医师万全在《育婴家秘·鞠养以慎其疾》中指出：“（小儿）能坐、能行，则扶持之，

勿使倾跌也。”明人徐春甫要求童仆、婢妾“不可训其手舞足蹈，无礼骂人，高举放倒，猛推闪

避（见《古今医说·婴幼论》）”。为了提高婴幼儿抗御疾病的能力，许多中医学者反对婴幼儿过

饱过暖。明时许相卿说：“婴孩怀抱，毋太饱暖，宁稍饥寒，则肋骨坚凝，气岸精爽。”（见《许

氏贻谋》）民间有“若要小儿安，常带三分饥与寒”的谚语。元代的张从政在《过爱小儿反害小

儿说》中主张“儿未坐时，卧以赤地，及天寒时不与厚衣，布而不绵”。

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是非常丰富的，它涵盖了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与学校教育

和社会教育的内容在本质上是一致的，体现了教育的连贯性。但古代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又是偏颇

的，它过于突出德育与智育，而且许多繁杂的教育内容过于成人化与教条化，使幼儿难以接受，在

很大程度上扼杀了儿童的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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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封建社会胎教的发展

封建社会的学前教育继承了奴隶社会实施胎教的传统，并进一步向前发展，这主要体现在中医

学理论的介入，使人们对胎教的认识与实施更加科学。隋唐以后，我国的医学迅速发展，与胎教有

关的儿科、妇科日渐分化出来成为独立科目。大批医学家介入对胎教的研究与提倡，他们一方面继

承和总结前人实施胎教的经验，一方面从医学角度进行阐明和论证，进一步提出养胎与胎教相结合

的主张，不仅丰富了古代胎教实施的内涵，还增强了古代胎教学说的科学性。封建社会胎教主要体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高度注重外界环境对胎儿的影响。唐代医学家孙思邈在总结前人胎教理论与自己临床经验

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古代胎教学说的基本观点——“外象内感”，意思是说母亲所接触的外界物象

会让体内胎儿直接感应到。在“外象内感”理论的指导下，古人强调要为孕妇创造一个尽可能良好

的环境。

（2）重视孕妇精神状态的调节。在这方面，明代医学家万全曾从医学角度对情绪带给胎儿的影

响做了较为科学的解释，他说：“受胎之后，喜怒哀乐，莫敢不慎。盖过喜则伤心而气散，怒则伤肝

而气上，思则伤脾而气郁，忧则伤肺而气结，恐则伤肾而气下。母气既伤，子气应之，未有不伤者

也。其母伤则胎易堕，其子伤则脏气不和，病斯多矣。盲聋喑哑，痴呆癫痫，皆禀受不正之故也。”

因此，他认为孕妇加强自我心理调节及注意控制情绪的波动是非常必要的。只有孕妇心绪和顺，胎

儿才能健康成长。

（3）重视孕妇饮食的调摄。在要求孕妇注意自我心理调节，保持心绪和顺的同时，唐宋以后的

医学家们还十分重视孕妇饮食的调摄。例如，宋代妇产科医师陈自明在我国较早的妇产科专著《妇

人大全良方》中说：“一受孕之后，不可食之物，切宜忌食。非唯有感动胎气之戒，然于物理，亦有

厌忌者。”元代医师朱震亨亦认为：“儿之在胎，与母同体。得热则俱热，得寒则俱寒，病则俱病，

安则俱安。母之饮食起居，尤当慎密。”北齐医师徐之才则依照胎儿每个月的不同发育状态，为孕妇

制定了一个相应的食谱，他认为：“妊娠一月名始胚，饮食精熟，酸美受御，宜食大麦……妊娠六

月，始受金精，以成其筋……食宜鸷鸟猛兽之肉，是谓变腠理、纫筋，以养其力，以坚背膂。”此

外，他们还要求孕妇饮食应“饥饱适中”，因为过饥或过饱均会损伤母体和胎儿，同时在生活起居的

其他方面必须注意节制。

四、封建社会慈幼机构的建立

人类对婴幼儿特别保护与钟爱的意识早在原始社会即已存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历代统治者出

于人口增殖或点缀政治等目的，曾屡屡制定、发布有关慈幼的政策与法令。但是，我国古代建立专

门的慈幼机构起步较晚，它开始于宋代。

宋时慈幼机构大多数为清廉的地方官吏所设办。在南宋高宗绍兴年间，朱熹因福建多有弃溺婴

儿的陋俗，上疏朝廷请立举子仓，由政府供给钱米，统一收养被弃婴儿。在宋宁宗嘉泰年间，叶筠

为南剑州知州时请立举子仓以赈济贫民弃婴。

宋代的慈幼机构虽然只是慈善恤孤性质，但作为较开明的封建君主和较清廉的地方官吏的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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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措施，在客观上救活了部分饥儿弃婴。然而，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贪官污吏暗做手脚，使

官方供给的钱粮多半流入私人腰包，加上许多地方官吏不予重视，办理不善，致使许多贫儿虽被收

养到慈幼机构，但仍未得善待，多难逃病饿夭殇的命运，使“慈幼”徒有虚名。《宋史·黄震传》中

说：“常平有慈幼局，为贫而弃子者设，久而名存实亡。”

慈幼机构第二次较大规模的建立是在清代。清代的慈幼机构主要是育婴堂。清政府于康熙元年

（1662）始建育婴堂于京师广渠门内，并制定育婴条例：凡收养弃孩，其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时

有可查稽者，须登记在册，由官方出资雇乳妇哺育；允许他人收为养子养孙；若有本家亲戚前来认

领，令其归宗。其后，在雍正、嘉庆、道光、光绪时均设立育婴堂，并且最高统治者或赐匾额或拨

银粮以资鼓励。

清代的慈幼机构与宋代的相比，办理略为良善。首先，清政府已注意加强对慈幼机构的管理，

如康熙皇帝制定了京师育婴堂收养、认领弃儿的条例；嘉庆皇帝在嘉庆四年（1799）曾诏派满汉御

史“监放稽查”，严格监督慈幼经费的使用情况。其次，慈幼经费开始有了固定的保障。起初，慈幼

机构“尚无常饩”，经费主要倚清官或富户捐钱资助。雍正八年（1730），清政府规定，京师育婴堂

的每年支销款项均归顺天府查核。这是由政府正式负担京师育婴堂经费开支的开始。其后，在道光

三年（1823），清政府又批准由朝廷拨给广西省城育婴堂经费。最后，清代除官办慈幼机构外，还明

令允许私人设办慈幼机构，在雍正八年曾谕令：“行文各省督抚，转饬有司，劝募好善之人，于通都

大邑人烟稠集之处，若可以照京师例推而行之，其于字弱恤孤之道似有裨益，而凡人怵惕恻隐之心

亦可感发而兴起矣。”

然而，清代慈幼机构的办理仍有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首先，最突出的问题是慈幼经费的流失。

清代的慈幼经费必须经地方官吏之手转入慈幼机构，可就在转手之间，偷挪现象十分严重，朝廷虽

曾严格“查察”，但实际效果并不显著。其次，当时的育婴堂允许他人领养，有的地方甚至明令允许

他人领育婴堂中的幼儿为奴仆，致使大批幼儿被人冒领出去做织仆，或被贩卖倒手，“纵得偷生旦夕，

实乃磨折终身”。此外，清代大多数慈幼机构与宋时一样，仅为慈善恤养性质，而不行教育之事。只

有极少数的慈幼机构，如著名学者唐鉴在道光年间联络同僚筹款在贵州创办的及幼堂，曾实行教养

结合。他们选择幼儿中的聪颖者教以读书写字，则教其他幼儿打草鞋、打绳索、编竹器等一切有助

于自食其力的事，这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实施教养合一的慈幼机构。

五、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特征

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是我国古代学前教育大发展时期，这个时期学前教育的特征体现为以下

几点：

（1）打破了过去奴隶主贵族垄断学前教育的局面，使学前教育成为普通平民家庭教育的重要组

成部分。

（2）学前教育的内容大为丰富，涵盖了德育、智育、体育等方面，并出现了许多专为幼儿编写

的用于思想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等方面的教材。

（3）对幼儿的潜能进行了更大限度的挖掘，学前教育内容的难度与广度均有较大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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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学前教育的实施具有浓厚的功利主义色彩，在实施过程中，总体上是重教轻养。

（5）儒家思想规范、指导着学前教育的实施。

思考与练习

1.●简述原始社会儿童社会公育的内容。

2.●简述原始社会学前教育的特征。

3.●简述奴隶社会宫廷学前教育的意义。

4.●简述奴隶社会学前教育的特征。

5.●简述封建社会学前家庭教育的内容。

6.●简述封建社会学前教育的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