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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前就有了学校。那么，古代的孩子
几岁入学？学制和现在有什么不同？怎么考试？如何评分？

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有哪些手段？

古人几岁开始上学
现在孩子一般六七岁入学，古代大体在

8

岁至
15

岁。

现代家长忌讳的“八岁八糊涂”的入学年龄，在古代最主
流。好多名人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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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入学的，如东汉哲学家王充、宋代文
学家苏东坡等。

先秦时期对入学年龄没有统一要求。明清时期，“大龄
入学”传统一直未改变。《嘉靖香山县志》记载，有读书潜质
的“八岁至十有四者，皆入学”。 唐代孩子的入学年龄比其
他朝代提前一两岁，与现在差不多，即六七岁入学也可以，

如唐代医学家孙思邈便是“七岁就学”。据《旧唐书·孙思邈
传》，孙思邈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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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入学，但当时已能“日诵千余言”。

然而，具体几岁入学，古人也视孩子的心智发育情况
而定。 据《魏书·刘兰传》，北魏人刘兰，便是“年三十余，始
入小学”。

读书不学好会挨揍
古代对学生的管理较严厉，大多家长也认同“不打不

成器”。读书不认真或学不好，被打板子、抽鞭子、罚跪如家
常便饭。王充《论衡·自纪篇》称，“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
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可见，在汉代就流行体罚学生。

体罚在古代叫“挞罚”。 到明代，挞罚为乡村小学普遍
采用，连学生家人都跟着受罚。 当然，也有的老师很人性，

给“三好生”学生开“免打条”。明理学家沈鲤就主张，“学生
勤学者、有进益者、守学规者，给免帖一纸，遇该责时，姑免
一次”。

古人还会直接请家长或长者坐进教室， 参与班级
管理。 另外，古代还很注重对学生日常行为的稽考，

以约束学生行为。 如明代有的小学设立“扬善簿”“改
过簿”“记过格”，好事坏事均记录在案，作为学生升学录取
时的参考。

古代怎么考试如何打分
古代小学主要是识字、写字、习经史、学六艺。据《宋会

要·崇儒》，宋代国子监小学“条制”要求：“小学生八岁能诵
一大经，日书字二百”；“十岁加一大经、字一百”；“十二岁
以上，又加一大经、字二百”。

古代检查学生的学业，也靠考试，。 如宋代，老师会逐
日测试学生的学习，这叫“日考”；另外还有“月考”、“季考”

等。 具体考试时间，各朝代、各学校都不同。

元代的上元县（今南京市内），便对小学考试时间作出
具体规定。 据《庙学典礼·行省坐下监察御史申明学校规
式》，上元小学的考试，固定在每月的初三、十六两天。 而
且，出题和监考要分两班人。

到清代，小学考试形成了制度，根据教学方式与内容

的不同，采取不同的考试：公课、月课一月一考，朔望课半
月一考，季课一年四考。 另有会课的多次考，义学的抽考
等。 若重要考试考砸了，还允许“补试”。

古代也存在教育不公现象
现代的“快慢班”，古代也有。如宋徽宗政和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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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十二月，颁小学条制，国子监实行“三舍升补法”，班级
分“外舍”“内舍”“上舍”三种。 新生皆分在外舍，成绩好的
升入内舍；内舍生考得好的，升入上舍。

实际上，这种快慢班，更有“留级”和“升级”的味道。

“三舍法”一度成为当时全国小学的模式。这种对小学生进
行分等的做法，很不合理，遭到反对，并没存在多久。

古代没有中学，小学一般是“七年制”“八年制”或“十
年制”，最短的也要三年。 所以，古代不是“小升初”，而是
“小升大”，小学读完直接升入太学、国子监一类的高等学
府。 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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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上大学在古代一点也不稀奇。

但并非每个小学生都能“小升大”的，乡村小学生就不
可能。 即便是在国子监读书的“官二代”，也有名额限制。

古代教育不公现象也很严重，宋代以后，教育不公问
题受到重视。 元明清三代，小学教育走向兴盛，特别是元
代，大力推广乡村小学，要求“遍立学校”，五十为一社，“每
社立学校一”，农村孩子受教育的机会大增。

明清时期， 由地方官府或慈善人士开办的义学（义
塾），得到进一步发展。 义学是免费的，解决穷苦人家孩子
的“上学难”问题，这可视为古代的“希望小学”。

（据《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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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教育“官二代”，历来就备受关注。 古代有见识的官
员，都相当重视家庭教育，都有严格的家训，都期望后代都能
成才，知书达理，以维系良好的家风，延续家族的良性发展。

力戒儿孙奢靡浪费
宋代孔平仲的《续世说》记载，北魏贵为司空的长孙道生，

一生清廉节俭，骑马时用于遮挡尘土的一条熊皮做的障泥，总
是洗了再用，破了再缝，多少年都不换新的。 儿辈们见父亲这
样，也都自觉地勤俭节约。皇帝派人编写歌词称颂道：“智如崔
浩，廉若道生。 ”号召全国的官员都来学习崔浩的慧智和长孙
道生的清廉。

唐朝的卢承庆博学有才干，曾任宰相，临终时交代儿子：

“我死后就穿平常的衣服入殓，不要用牲畜祭奠，坟墓的高度
只要能辨认就行了，不要过于高大宽广；只用棺材，不需要棺
外椁，那样太浪费了；碑文只记载官号和生卒年月，不要弄许
多漂亮话在上头。 ”这无疑是对儿孙的一种言传身教，在旖旎
繁华、生活富足的唐初，高官能俭朴平实、不尚浮华，绝对也是
有益世风的正能量。

必须读书明理
中国古代的官员，自古就有立“家训”的传统。明代王洪洲

就在其《家训》中谆谆教导曰：“子孙才分有限，无如之何；然不
可不使读书。贫则训蒙以给衣食，但书种不绝可矣。”在古代士
大夫看来，读书比奢华的衣食更重要。

晚清名臣曾国藩对后代的教育也相当重视。 咸丰六年
(1856

年
)

九月二十九日，他写信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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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的儿子曾纪鸿说：“凡
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

勤俭自持，习劳习苦，可以处乐，可以处约。此君子也。 ”教育
9

岁的儿子要成为“读书明理之君子”，这样的期许较之一般的
俭朴教育显得境界更高。

遵纪守法多做善事
古代官员在外做官，忙于公务以及交通不便，长期回不了

家，没有如今发达的通信工具，与家人联系只能依靠家信，所
以，古代官员的“家书”成为教育其在老家子弟的一种重要形
式。

清代王士祯的《池北偶谈》记载，明神宗时的礼部尚书沈
鲤在京为官，常写信给商丘老家的儿辈，对他们的约束极其严
格：出行上，不许儿辈“出入公门，招惹是非”，“拜客只可骑马，

不可乘车”；衣着上，要求家人子弟“衣服勿太华美，器用宁可
欠缺”等。 并且，他还经常写信提醒儿辈“秋夏粮及早上纳，多
加与些火耗，各庄上人，常约束他，莫要生事”。 显然这是要家
人遵纪守法。

此外，沈大人还要求儿辈多做善事：每年冬天做一百件棉
袄施舍给穷人，对于亲戚中的穷苦者、孤寡者，也要经常接济
等。 他在家书中教育儿辈：“大抵盛极则衰，月满则亏，日中则
昃，一定之理。唯有自处退步，不张气焰，不过享用，不作威福，

虽处盛时，可以保守。 ”历史上的沈鲤为人正直，为官清正，被
推崇为贤臣。 （据《西安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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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官员如何教育“官二代”：

重言传，更重身教

古代班级也分“快慢班”

考试不过也要补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