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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6_c38_245379.htm 怎样理解教育是人类

有意识地传递社会经验的活动？ 第一，人类的存在不但表现

为一种生存，而且表现为一种生活。这些复杂多样的生存方

式和社会生活经验的代际传递或积累，单纯依靠遗传基因是

不可能的，需要一种有效的方式来实现社会经验的传递。 第

二，人具有意识性，能够理解自己的行为，能够认识到自己

的经验所具有的价值。同时，人类有语言文字，从而能够将

经验类化，使个体经验存在于个体意识之外，脱离个体而独

立存在，并可以使类经验转化成为个体经验。于是，人们利

用语言文字将知识经验总结归纳出来，以浓缩化、集约化的

方式提供给他人，使其理解并掌握，这就是人类所特有的传

递经验的方式教育。 第三，教育的主要内容是社会经验的传

递，教育活动本身是一种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因此说，

教育是人类有意识地传递社会经验的活动。 怎样理解教育是

以人的培养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 第一，教育是人的

活动，是以传递社会经验为主要内容的活动，因此教育的直

接活动对象必然是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在出生时非常弱

小，而且生长期特别漫长。人之所以能在发展过程中变得日

益强大，是因为他发挥了大脑的优势，接受了社会发展过程

中积累起来的类经验，而教育在这一过程中起着极其重要的

作用。一个生理意义上的人要成长为社会意义上的人，必须

接受教育。 第二，教育是一种传递社会经验的活动，但传递

社会经验本身不是其目的。教育过程中传递社会经验是为了



培养人，促进人的身心得到发展。教育的直接目标是影响和

发展人的身心。通过社会经验的传递使活动对象的生理和心

理素质发生改变，这是教育与其他社会生活的基本区别。因

此，教育是以人的培养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 试论作

为“教的主体”的教育者与作为“学的主体”的受教育者之

间的联系。 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分别作为“教”与“学”的主

体共同存在于统一的教育实践活动中，二者之间具有相互影

响、相互制约的密切联系。这种复杂的联系主要表现在： 第

一，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互为活动的主客体。在教的活动中，

教育者是活动的承担者，受教育者是教育者认识、教导和’

塑造的对象，是教的客体；在学的活动中，受教育者是活动

的主体，而教育者成为其学习的对象或客体，教育者的人格

精神、行为模式、知识技能等都成为受教育者学习的内容。 

第二，教育者和受教育者有着共同的活动对象，即教育内容

。教育者具体研究、处理、教授教育内容，使之为受教育者

更好地把握或吸纳；而受教育者则学习、理解和掌握教育内

容，使之内化于心，发展自身素质。 第三，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有着共同的活动目的，即发展受教育者的素质。无论是教

的活动还是学的活动，其基本目的是发展受教育者的素质，

进而满足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由此可知，在教育活

动中，虽然作为“教的主体”的教育者与作为“学的主体”

的受教育者各自所承担的任务不同，但是他们都是教育实践

活动的具体开展者，二者联合构成教育活动的主体。 试述教

育活动的主客体关系。 教育过程中主客体关系较为复杂。 第

一，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在一定条件下都可以成为

教育活动的客体，关键看主体如何确定。 （1）相对于教育



者这个活动主体来说，教育内容和受教育者都是他的活动所

指向的对象。教育者既需要研究和把握教育内容，又要研究

和了解受教育者，采取适当方法使教育内容为受教育者所掌

握。 （2）相对于受教育者这个学习主体来说，教育者和教

育内容所构成的复合客体是他学习的对象。这一复合客体回

答了：向谁学”和“学分么”的问题。 第二，教育内容作为

教育活动的客体，构成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联系的中介。教

育内容既体现教育者及其所代表的社会要求，同时，也体现

受教育者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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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