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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B5_84_E6_c38_244361.htm 第二节 确立教育目的

的依据 一、 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 马克思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学说是我国确立教育目的的理论依据 （一）、人的

全面发展的含义：是指人的劳动能力，即智力和体力的全面

、和谐、充分的发展，此外，也包括人的道德的发展。 （二

）、旧式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 （三）、机器大工业生产

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基础和可能 （四）、社会主义制度是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条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培

养全面发展人的唯一途径 二、社会生产方式 生产方式是生产

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社会生产方式是确立教育目的的主

要根据。 首先，教育目的的确立受社会生产力的制约 其次，

教育目的的确立也受一定的生产关系以及以这种生产关系为

基础的政治观点、政治制度的制约。 三、人的自身发展需要 

教育为社会服务，是通过培养人来实现的。一个个具体的人

是教育的对象。每个人有不同的禀赋，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

，有自己的个性、特点、兴趣、爱好，特殊才能。我们在培

养人的过程中，如果仅仅把学生当成一种可以任意塑造的材

料，不考虑其具体特点，只考虑社会的统一要求，就很容易

把学生培养成为没有个性的“标准件”，就会埋没大量的可

造之才。所以人的自身发展的需要是确立教育目的的重要依

据。 四、有关教育目的确立的理论 （一）、个人本位论 1、 

教育目的是根据个人的发展需要而制定的 2、 个人的价值高

于社会价值，社会价值只是表现为它有肋于个人发展 3、 人



生来就具有健全的本能，教育目的就在于促使本能不受影响

地发展 这种理论强调个人尊严和价值，最大的缺陷是否定了

社会历史条件对教育目的的制约。代表人物是卢梭等 （二）

、社会本位论 1、 个人一切发展都有赖于社会 2、 教育除社

会目的外，无其他目的 3、 教育结果只能用社会效益加以衡

量，看它为社会贡献了什么 这种观点看到了教育目的的社会

制约性，但并没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看待这个问题。

此外，这种理论完全否认了教育目的受个人兴趣、爱好等因

素制约的可能性。代表人物有赫尔巴特、涂尔干等。 我们认

为，个人和社会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又有相互排斥

、相互对立的关系，所以，确立教育目的时应考虑个人和社

会两方面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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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