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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 教育规律：是指教育内部诸因素之间、教育与外部诸因素

之间内在、本质、必然的联系。 一、教育与社会发展相互制

约的规律 教育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同时又对社会发展具有反

作用。 （一）、教育与生产力相互制约 1、 生产力对教育的

制约制用： 生产力发展水平制约着：教育目的 课程设置、教

育内容 教育发展的规模、速度 学校结构 教育方法、手段、组

织形式 2、 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 教育是劳动力再生产

的必要手段 教育是科学知识和技术再生产的手段 教育是生产

新的科学知识和技术的手段 （二）、教育与政治经济制度相

互制约 1、 社会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决定作用 社会政治经

济制度决定：教育目的 教育的领导权 受教育的权力 2、 教育

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反作用 教育培养费具有一定阶级意识

的人 教育通过影响社会舆论、道德风尚为政治经济制度服务 

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不起决定作用 二、教育与人的发展相互

制约的规律 1、 影响人的发展因素：遗传、环境、教育、个

体的主观能动性。 2、 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①遗传素

质是人的身心发展的生理前提，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

性。遗传是指人从上代继承下来的生理解剖上的特点，，这

些遗传的生理特点，也叫遗传素质，是人的发展的自然的或

生理的前提条件，如果没有这些自然条件，人的发展就无法

实现 ②遗传素质的发展过程制约着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年龄

特征。遗传素质有一个发展过程，它表现在人的身体的各种



器官的构造及其机能的发展变化上，遗传素质的成熟程度，

为一定年龄阶段的身心特点的出现提供可能与限制，制约着

年轻一代的身心发展的年龄特点。 ③遗传素质的差异性对人

的身心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人的遗传素质是有差异的，

这是不可否认的，人的遗传素质的差异不仅表现在状态、感

觉器官方面也表现在神经活动的类型上。 ④遗传素质具有可

塑性。随着环境、教育和实践活动的作用，人的遗传素质会

逐渐地发生变化。 ⑤遗传素质对人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遗

传素质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但对人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

。 遗传素质为人的发展提供的是可能性，而不是现实性。如

“狼孩” 遗传素质随着环境和人类实践活动的改变而改变 遗

传素质对人的发展是影响是有限度的 由此可知，遗传素质是

人的发展的生理前提，但是对人的发展不起决定作用。因此

片面夸大遗传素质的作用，认为人的发展是由遗传素质决定

的是不正确的，会陷入“遗传决定论”的错误之中。 3、环

境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社会环境是人的身心发展的外部客

观的条件，对人的发展起着一定的制约，不过人的社会实践

是对人的发展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离开人的实距，单纯的客

观环境不能决定一个人的发展和成就。 3、 教育在人的发展

中的作用： 教育对人的发展、特别是对年轻一代的发展起着

主导作用，这是因为： ① 教育是一种有目的的培养人的活动

，它规定着人的发展方向。 ② 教育特别是学校教育给人的影

响比较全面、系统和深刻（学校教育主导作用的实现，必须

通过学生自身的积极活动）。 ③ 学校有专门负责教育工作的

教师。 5、 个体的主观能动性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 环境和

教育的影响只是学生身心发展的外因，况且环境和教育对人



的发展的影响也只有通过学生身心的活动才能起作用。所以

说在同样的环境和教育条件下，每个学生发展的特点和成就

主要到决定于他自身的态度，决定于他在学习、劳动、和科

研活动中所付出的精力。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

验的丰富，人的主观能动性将逐渐增强，人能有目的地去发

展自身。这表现在对周围环境的事物，能作出有选择的反应

，能自觉地作出抉择，控制自己的行为，还表现为自身的发

展预定出目标，并为实现自定的目标，自觉地进行奋斗，这

是人的主观能动性推动人的发展的高度体现。总之从个体发

展的各种可能变为现实这一意义上来说，个体的活动是个体

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6、 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规

律必须做到如下几点： ① 教育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顺序

性，循序渐进地促进学生身心的发展。不能揠苗助长，不能

陵节而施 ② 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阶段性，对不同

年龄阶段的学生，在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上应有所不同。 ③ 教

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做到因材施教。 

④ 教育要适应人的发展的稳定性与可变性，既要考虑稳定性

，不能任意改动教育内容和方法，又注意可变性，充分挖掘

受教育者的发展潜力。 总之，教育要适应年轻一代身心发展

的规律，并不等于迁就学生身心发展的现有水平，而是从学

生身心发展的实际出发，善于向他们提出经过他们努力能够

达到的要求，促进他们的身心发展，不断地提高他们身心发

展的水平。 7、 为什么说“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发展社

会主义经济，最根本的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而人是生产力

诸要素中最重要的因素，不培养足够数量的素质优良、结构

合理的人才，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没有基础，这是不以人的



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而这些人才的培养则需要依靠教育

。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的同时，还要努力建设社会

主义的精神文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的根本任务就是

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

文化、有纪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发族的思想

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而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建设的内

容包括思想道德建设和教育科学文化建设，所以无论从社会

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来看还是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建设的内容来看，教育都起着重要的作用，也应置于突出的

战略地位，我们应以战略的眼光看教育，要认识到今日的教

育，就是明日的生产，就是明日的社会发展。要大力发展教

育事业，提高教育质。所以百年大计，教育为本。 8、 我们

社会主义教育的改革从宏观方面的几点看法： ① 明确教育的

战略方向。（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 

② 改革不符合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的教育思想。 ③ 作好

教育事业发展规划。 ④ 进行合理的教育投资 ⑤ 调整教育结

构 ⑥ 改革教育的管理体制，调动各方面办学的积极性 9、 制

定教育总体规划的基本论据和方法 ① 要根据人口的调查和预

测。 ② 要根据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③ 要根据国家财

政、地方财政全民与集体企业单位所能提供的人力、物力和

财力条件 ④ 要因地制宜，不应强调划一 10、 怎样作好在教

育上的投资呢？ 下面是预测教育投资的基本方法： ① 根据教

育事业的规划，在确保最基本的办学条件下，计算出所需要

的教育经费 ② 要根据我国的历史经验和参照外国的经验 ③ 

教育经费的增长应高于国民收入的增长 ④ 考虑到物价的浮动

11、教育结构：是指各级各类学校和专业的组织形式及其相



互之间的比例关系。(03,05年中大考研) 12、义务教育：依法

律规定适龄儿童和青少年必须接受，国家、社会、家庭必须

予以保证的国民教育。(04年中大考研) 13、教育领导管理体

制的改革： ①转变教育行政部门职能，政事分开，简政放权

。 ②学校的管理应实行校长负责制 ③在改革教育的领导管理

体制时，必须注意提高教育管理人员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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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