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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6_c38_245380.htm 1．简述分析教育特点

的方法论。 第一，分析教育特点就是寻找教育区别于其他事

物的特殊性。事物的特点是指事物所独有的不同于其他事物

的特殊性。事物的特点必然是事物的性质，但是事物的性质

不一定就是它的特性，教育的特点、特性就是指教育所独有

的性质、特殊性。 第二，任何事物的特点或属性都是相对而

言的。只有通过比较，才能真正认识教育的特点。教育作为

社会活动之一，确定教育的特点就是确定教育活动与其他社

会活动的区别。 2．为什么说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是教育本身

所固有的？ 所谓质，就是使该事物成为它自身而区别于其他

事物的一种内在规定性，质是由事物内部矛盾的特殊性决定

的，而不是人为强加或由人的认识决定的。教育的质的规定

性也是由教育自身的矛盾特殊性决定的，它表现看教育独有

的矛盾运动规律。教育的质的规定性不是意识所决定或规定

的，而是教育这种社会活动在历史发展过程中沉淀生成的。

教育的质的规定性是在已有的教育事实基础上对教育特性的

抽象和概括，是教育本身所固有的。 3．简述教育的质的规

定性的具体表现。 第一，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有意识的

社会活动。教育是人类社会所特有的现象，而不是动物界的

一种普遍活动，人类的教育活动具有社会性和意识性。 第二

，教育是人类有意识地传递社会经验的活动。人类利用语言

文字将知识经验总结归纳出来，以浓缩化、集约化的方式传

递给他人，这就是人类所特有的传递经验的方式教育。 第三



，教育是以人的培养为直接目标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过程

中传递社会经验的目的在于培养人，促进人的身心的发展。

4．怎样理解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有意识的社会活动？ 

教育是一种社会活动，而不是人作为动物所具有的生存活动

。在动物界，虽然也存在着与人类社会的“教”和“学”相

类似的现象或行为方式，然而那些现象或行为方式却不可与

人类的教育等同视之。相似的现象表现着根本不同的本质。

动物界的抚育、养护活动只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人的教育则

是一种社会活动，具有社会性和意识性。社会性和意识性正

是人的教育活动与动物的“教育”活动的本质区别。 5．为

什么说动物界的养护、抚育活动不是教育？ 教育是人类社会

所特有的活动，动物界不存在这种活动，原因在于： 第一，

动物对后代的爱护、照顾和抚育的活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需

要，是一种本能的活动。人类的教育则是人作为主体所意识

到的社会需要。 第二，动物没有语言，也不具备明确的意识

，不能够将自身的经验积累起来向同类传授，也不能将个体

的经验类化，变成共享的经验财富。人类则可以通过语言和

其他物质形式，保存个体经验，并使之类化。 第三，所谓动

物的“教育”，其最好的结果不过是使小动物适应环境，独

立生存并维持生命。人类的教育则不仅具有适应环境的价值

，而么具有改造环境和发展自己的目的。 6．简述人类传递

社会经验的教育方式优越于动物的信息遗传方式的表现。 第

一，教育扩大了人的认识范围。人可以在教育过程中超越现

实的局限，认识个体经验范围以外的种种现实。 第二，教育

可以大大加速个体或全人类认识能力的发展。教育把人类历

史上积累起来的知识经验呈现在个体面前作为认识的基础，



从而保证了人类社会认识能力的加速度发展。 第三，教育和

学习过程的存在引起教育的生理基础、特别是大脑有了更快

的发展，为教育提供了更有利的条件，人类自身不断得到完

善和改造。 7．简述早期人类传递社会经验的两种主要方式

。 第一种方式，是有意识地提供行为模式或活动模式，让另

外的人模仿。 第二种方式，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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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式也就是教育。 8．简述《中国大百科全书

》对教育的广义和狭义的解释。 广义上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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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狭义

的教育，主要指学校教育，其含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

或阶级）的要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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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简述学校教育的特殊性。 第一，学校是培

养人的专职机构，有专职人员来操纵和管理。学校教育是由

专职机构学校和专职人员教师来承担实施的，其基本任务是

培养和造就人才、发展人的素质。 第二，学校教育是目的性

、组织性、计划性最强的系统性教育活动。学校教育是系统

化的教育活动，它谋求有明确目的而且系统的教育，以便更

快、更好地改善人的素质。 10．简述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及

其各要素在教育活动中的地位。 构成教育活动的基本要素包

括：教育者、受教育者和教育内容。教育者是教育过程中“

教”的主体，受教育者是教育过程中“学”的主体，教育内

容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共同的客体。 11．怎样理解教育者是

教育过程中“教”的主体？ 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一个基

本要素，也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教育者把教育内容和受



教育者作为“教”的对象，以教育影响为手段，把引导和促

进受教育者身心的发展变化作为活动目的，力求使自己“教

”的对象的身心发生合乎自己要求的变化。因此说，教育者

作为教育活动中的人的因素，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更确

切地说是“教”的主体。 12．怎样理解受教育者是教育过程

中“学”的主体？ 在教育过程中，受教育者的学习是一种有

明确的、目的性的活动，并非盲目、自发的活动。受教育者

以教育者和教育内容为“学”的对象，以接受教育影响为手

段，力求达到自己的目的。因此，受教育者相对于学习对象

来说，他处于认识和实践的主体地位。 13．简述学校教育内

容的特殊性。 与其他教育活动相比，学校教育的内容呈现下

列特殊性： 第一，学校的教育内容具有更高的社会价值。学

校对进入教育领域的内容进行严格的比较和筛选，选取最能

体现社会性质、方向和水平，最能促进人的素质发展的内容

。 第二，学校的教育内容具有更高的教育价值。学校总是选

择对于人的身心发展能够产生积极作用的内容，而不仅仅看

内容是否具有社会价值。 第三，学校的教育内容具有明显的

全面性和系统性。学校在教育内容的择取和处理上具有明确

的目的性，力求以全面广泛的内容来影响学生，力求体现内

容的系统性。 14．为什么说教与学的矛盾是教育过程的主要

矛盾？ 第一，这一矛盾贯穿于教育过程的始终，只要有教育

活动就有教与学的矛盾运动存在。 第二，这一矛盾统括着教

育过程中的其他矛盾。换言之，教育过程中的其他矛盾都可

以在教与学的矛盾中找到生发的根源，都包容在教与学的矛

盾之中。 第三，这一矛盾是教育过程产生、发展的根本动力

。此矛盾的存在表明着教育活动的存在，其发展代表着教育



活动的发展，其解决意味着教育任务的完成和教育活动的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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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