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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元理论 元研究是对某类研究活动本身存在问题（元问题）

的研究，其目的不是为了增加某一学科领域的具体知识，而

是为了反思该学科的研究行为，像科学哲学、科学学、科学

社会学等都具有元研究的性质。教育学的元问题是指与教育

学科自身独立、发展相关的一组问题，与“教育问题”相对

应。对教育学元问题的研究就是教育学的元研究。教育学元

研究的目的不是为增加实际的教育知识，而是为了反思教育

研究行为，指导教育研究行为，间接影响教育知识的生产以

及教育实践。教育学元研究的结果形成教育学的元理论，包

括教育学的学科信念、研究范式、知识构成、话语规则以及

教育学者的生存方式，等等。最早提出教育学元问题和元研

究的是布蕾钦卡。我国在20世纪90年代开展教育学的元研究

，取得不少成果，以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者为最。目前，我

国教育学的元研究正在多学科视野下不断深化。教育学的元

研究将在一定程度上推动21世纪的教育学发展和教育学科建

设。 12、列举三个不同的教育定义，对它们进行比较分析，

并试着给出自己的教育定义，加以理论阐述 ⑴我国和前苏联

教育学者根据教育定义外延的大小，划分出“广义定义”与

“狭义定义”。教育的广义定义一般是指：凡是增进人们的

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教育

的狭义定义主要针对“学校教育”，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

会或阶级的要求，遵循受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有目的有



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身心施加影响，把他们培养成为一

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⑵美国教育哲学家谢弗勒

根据教育定义的陈述方式将复杂多样的特征教育定义划分为

“描述性定义”、“纲领性定义”和“规定性定义”。描述

性定义是指适当描述一定情境中被定义对象某些关键特征或

指出使用被定义概念的方法，如“教育是一种培养人的活动

”或“教育是发展人的智力的最好途径”。规定性定义是指

作者自己所下的定义，并在自己的教育论述中始终遵守，如

“在本文中，我将教育定义为直接支持和维护有目的的教与

学的一整套社会制度。”纲领性定义是描述性定义和规定性

定义的一种复合形式，既揭示出被定义对象“是”什么，又

明确或隐含地表明被定义对象“应是”什么，如“教育是社

会籍以发展年轻一代认识生活中的善和价值的能力的手段”

。这三种定义方式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教育定义往往既是描

述性的，又是规定性的，同时又是纲领性的。这种区分有利

于分析教育定义所涉及到的事实的、价值的和语言的三个方

面，提供了研究教育定义的一个初步框架。 ⑶在教育学界，

“教育”的定义与定义的方法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个中原

因不仅有个人观点的差别，还有文化背景、哲学基础、阶级

立场等的差别。因此，想求得一个普遍赞同的教育定义是往

往勉为其难的。不过，一般说来，人们是从两个不同的角度

给“教育”下定义的，一个是社会的角度，另一个是个体的

角度。前者强调社会因素对个体发展的影响，把“教育”看

成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分配着或承担着一定的

社会功能（政治的、经济的或文化的）；后者侧重于教育过

程中个体各种心理需要的满足、心理品质的发展和完整人格



的形成。这两种定义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教育活动的某些本

质属性，对于理解教育活动都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两种定

义也存在着各自的缺陷。给“教育”下定义时，应该兼顾社

会和个体两个方面，至于如何具体表述，则因人而异。 13、

现代教育的社会基础：现代教育的经济基础：工业经济与知

识经济（后工业经济）；现代教育的政治基础：民主政治与

法制建设；现代教育的文化基础：民族文化的认同、传承和

弘扬，学习其他发达国家的优秀文化，反对文化殖民主义和

文化帝国主放；现代教育的知识基础：知识的分类、增长和

价值的变化。 14、比较几种不同的教育起源学说，谈谈你对

教育起源的看法。 ⑴神话起源说：是关于教育起源的最古老

的观点，所有的宗教都持这种观点，我国古代的思想家也有

人持这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教育与其他万事万物一样，

都是由人格化的神（上帝或天）创造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体

现神或天的意志，使人皈依于神或顺从于天。这种观点是根

本错误的，是非科学的，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受到当时在人

类起源问题上认识水平的局限。 ⑵生物起源说：代表人物是

法国社会学家、哲学家勒图尔诺与英国的教育学家沛西能。

主要观点是：教育活动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存在

于人类社会之外，甚至存在于动物界，人类社会的教育是对

动物界教育的继承、改善和发展；教育从它的起源来说，是

一个生物学的过程，生物的冲动是教育的主要动力。生物起

源学说是教育学史上第一个正式提出的有关教育起源的学说

，看到了人类教育与其它动物类似行为之间的相似性，比起

神话起源说来，是一个大的进步，标志着在教育起源问题上

开始从神话解释转向科学解释。其根本错误在于没能区分出



人类教育行为与其动物类似行为之间的质的差别。 ⑶心理起

源说：代表人物为美国教育史家孟禄。主要观点是，教育起

源于日常生活中儿童对成人的无意识的模仿。这种观点不同

于生物起源说，但是仔细考虑，却也离生物起源学说不远。

因为如果教育起源于原始社会中儿童对成人行为的“无意识

的模仿”的话，那么这种“无意识的”模仿就肯定不是获得

性的，而是遗传性的，是先天的而不是后天的，也就是说，

是本能的，而不是文化的和社会的。只不过，这种本能是人

类的类本能，而不是动物的类本能。 以上三种教育起源学说

大致反映了人们认识教育起源的历史过程：从神话起源到生

物起源到心理起源，具有一定历史的进步性。但这三种学说

没有能建立在科学的方法论基础上，没有揭示出教育起源的

内在动力和社会原因。 ⑷教育的劳动起源说：也称教育的社

会起源说，它是在直接批判生物起源说和心理起源说的基础

上，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前苏

联的教育史学家、教育学家以及我国的教育史学家和教育学

家大都认可这一观点。“劳动起源说”的直接理论依据和方

法论基础是恩格斯的著作《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

作用》。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①人类教育起源于劳动或

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②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活

动；③教育产生于劳动是以人类语言和意识的发展为条件的

；④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其职能就是传递劳动过程中形成与积

淀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⑤教育范畴是历史性与阶级性的

统一。 15、现代教育的理论基础：现代哲学基础、现代心理

学、现代社会学等。 16、现代教育的概念和基本特征是什么

？ ⑴关于现代教育的概念，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界定。有的人



从外部条件入手，把现代教育界定为“适合现代生产体系、

现代经济体系、现代文化体系、现代科学技术、现代社会生

活方式的教育概念、形态和特征”。⑵有的人从内部因素看

问题，将其界定为“教育者以大生产性和社会性相统一的内

容，把受教育者社会化为能适应现代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相统

一的现代社会的人的活动。”⑶综合起来看，可以将现代教

育表述为：“从资本主义大工业和商品经济发展起来到共产

主义完全实现这一历史时期的、致力于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教育。”⑷现代教育是一个复杂的、多

样的、动态的综合与统一的概念。 了解和掌握现代教育的基

本特征，有助于把握现代教育发展的大趋势，转变自身的教

育观念，深化教育改革实践，推进教育科学研究。关于现代

教育的基本特征，不同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总结各家之说

，概括为⑴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理想和理论从理想走向实践

，这是现代教育区别于以往教育的首要的基本的特征⑵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范围、程度和意义日益扩大，教育的生

产性日益突出和加强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从分离走向统一

⑷教育民主化向纵深发展，教育的公共性日益突出，教育公

正和教育机会均等成为教育决策和教育教育行为的基本准则

⑸教育的技术手段日益更新，教育的时空空前地拓展，教育

资源不断丰富，教育制度的弹性和开放性不断提高⑹教育地

位不断提升，教育功能不断增强，教育事业成为兴国之本⑺

教育不断变革，现代教育从目标到课程、内容、方法、组织

形式、评价标准、结构体系等，都是需要不断革新的⑻教育

的理论自觉性不断提高，经验主义、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日

益被克服⑼教育科学事业不断发展，为现代教育的改革提供



知识和理论的基础⑽教育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日益深化，为教

育改革和发展创造更好的外部条件；⑾教育的终身化，现代

教育不局限于学龄阶段，而是贯穿人的一生，为此，必须变

预备式的教育为终身教育，必须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课程

结构和评价方式，必须打通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学校教育

与继续教育，建立一个一体化的、更加灵活的、满足不同类

型和层次学习者学习需要的新的教育体制。 17、教育本质论

争的意义及主要观点是什么？给出自己的教育本质观。 ⑴教

育本质问题所要追问的是教育作为一种特殊社会实践活动的

质的规定性，是定义教育的核心问题⑵该问题最早是由前苏

联教育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的，我国学者曾于同一时

期介绍过此问题及他们讨论的结果⑶我国教育学界关于教育

本质的讨论从70年代末开始一直持续到90年代，新时期的重

要教育学得几乎都参与了这场讨论⑷这是我国教育学史上的

一次重要理论论争，对于我国20世纪最后20年的教育思想解

放、教育理论发展和教育改革事业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⑸

讨论过程中由于各自的视野不同、立场不同，出现了各种各

样的观点，就其大者而言，有“上层建筑说”、“生产力说

”、“多质说”、“本质规定说”等⑹论争没有最后的结论

，但围绕着论争，学者们开始了深层的反思，开始了教育本

质问题的元研究⑺准确地、系统地把握上述观点及其理论基

础，对于深入地理解教育活动质的规定性，建构教育理论体

系，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18、教育有哪些基本属性 ⑴教育

的社会性是教育这一永恒社会现象的根本属性。教育是人类

社会特有的现象，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教育主要通过语言

和文字来进行，而语言和文字都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是人类



社会特有的。在原始社会，教育还不曾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分

化出来，而与生产劳动这种最基本的社会实践活动紧密联系

在一起。教育自从其他社会活动中分化出来后，担负起独立

的社会职能，成为专门传递社会生活经验和培养人的活动，

最终目的是使人社会化。 ⑵教育的社会制约性是教育社会性

的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教育的社会制约性，指教育受一定社

会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也受到社会文

化传统和人口等其他社会因素的制约。这种制约是客观地存

在，只有认识它，才能把握教育发展和改革的规律，教育本

身才能得到更好的发展，教育也才能更好地为社会的政治、

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促进社会的进步。 ⑶教育的生产性表

现为：①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的重要手段②教育是提高劳动

生产率的重要手段③教育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从而推动生

产力的发展。 ⑷教育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从而表现出教育的历史性。 ⑸在阶级社

会里，教育是阶级性是教育的社会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一定的教育反映一定阶级的要求并为它服务，政治上占统治

地位的阶级，利用教育巩固其统治地位；被统治阶级也要利

用教育争取本阶级的利益。但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总是牢牢

地掌握着教育的领导权，并利用它传播统治阶级的思想。 ⑹

教育的民族性一般指民族传统与特点在教育上的反映。教育

的民族性所体现的是适合时代发展的民族的优秀传统与特点

。民族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是丰富和发展教育民族性

的必要条件。 ⑺教育的相对独立性是指教育具有自身独特的

发展规律和能动性。不了解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同样不能很

好地说明教育的发展变化过程，以及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所起



的作用。最主要表现为教育与生产力和政治经济制度发展的

不平衡性。教育的发展与社会存在的发展并不完全是同步的

。教育的发展依存于社会存在的发展，这是从根源上和发展

的总趋势上说的，是从主导方面讲的。但在一定阶段，教育

发展的某些方面或某些环节，会表现出与社会生产力和政治

经济制度发展的不平衡的现象。教育的相对独立性还表现为

教育发展本身所具有的继承性上，具体表现：①教育内容的

继承②教育方式的继承③教育理论与教育经验的继承。 认识

教育的相对独立性，对理解教育的作用和发展规律有着重要

的意义。在分析研究教育问题材时，不能仅仅从社会的政治

、经济等方面去考察，还必须从教育内在、特有的规律性去

考察，更不能简单地照搬解决政治、经济等方面的方法去解

决教育问题。这不仅不利于教育的发展，也不利于社会政治

、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当然，教育的独立性毕竟是相对的，

我们既反对抹煞教育相对独立性的形而上学的机械论，又反

对把这种独立性绝对夸大的历史唯心主义。 19、教育的文化

功能 ⑴传递保存文化的功能：教育传递着文化，它使新一代

能迅捷、经济、高效地占有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财富的精华

，迅速成长为 “文化人”。与此同时，教育将人类的精神文

化财富内化为个体的精神财富，教育也就具有了保存文化的

功能。 ⑵传播丰富文化的功能：文化的传播，一般指某一社

会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向另一社会文化共同体的传输过程，是

单向的；而文化的交流，则是两个或两个以上文化构同体的

文化相互传播，是双向的或多向的。文化的交流，对于双方

都是自我超越的过程。教育作为传播交流文化的重要手段和

途径，也就具有了丰富文化的功能。 ⑶选择提升文化的功能



：教育对文化的选择就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去糟取

精。教育要对“文化”进行筛选，把 “过滤”了的文化传递

给下一代，以促进文化的进步和发展。教育对文化的选择，

是文化进步的一个重要的内在机理，因而教育对文化也具有

提升的功能。 ⑷创造更新文化的功能：教育是文化结构中的

一个能动的要素。教育创造更新文化的功能，虽不像前三项

功能那样直接，然而它却能立足上述功能，创造并更新文化

。 20、文化与教育的共生关系 ⑴人是文化动物，这是一些学

者从文化学的角度对人所下的定义⑵“人是文化产物”，无

疑深刻地隐含着“文化本身是一种教育力量”这一思想⑶文

化对教育的制约作用是非常明显的，一国的教育之所以区别

与别国的教育，文化差异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教育内容

方面而言，文化对教育的制约、支配作用尤为明显。教育离

开了文化，就没有了传授的内容，也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基

础⑷教育是一个不可或缺的、与人类共始终的、积极能动的

文化要素；从其与社会文化的关系而言，教育是社会文化系

统中的一个能动的要素，二者存在着一种共生关系⑸全面地

认识教育与文化的相互关系和教育的文化特征，有助于正确

、全面地认识不同时代、不同国别教育的共性和个性，克服

对教育这一复杂社会文化活动的认识简单化，从而客观地比

较与鉴别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教育，吸取经验教训，丰富和发

展我们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

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