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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书院是代表着儒家思想的重要教育机构，道德教育是书院教育网络中的一根主线，为文学教育紧
紧把持着方向。道德教育与科举文教育之间的纠葛问题一直出现在书院文学教育中，成为书院文学教
育的重要问题。南宋理学家们要求书院重视道德教育，不要惟科举文教育是从，他们的思想在后代书
院薪火相传。以古文为时文习见于清代书院文学教育中，有助于提升生徒的时文写作水准。清代书院
在八股文教育时尊奉清真雅正的准则，实现了为文与为人的统一。中国书院文学教育有利于促进生徒
文学素养的形成、推动地方文学的发展、促进文派思想的传播以及泽溉当今学校的文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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