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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6_c38_245386.htm 1．简述教育的生物起

源论和心理起源论的共同缺陷。 教育的生物起源论和心理起

源论的共同缺陷在于：否定了教育的社会属性，否认了教育

是一种自觉的有意识的活动，把动物本能和儿童无意识的模

仿同有意识的教育混同。 2．简述教育史上关于教育起源的

三种主要理论的基本观点。 第一，生物起源论，认为人类的

教育起源于动物界的生存本能活动。这种观点否认了人与动

物的区别，否认了教育的社会性，是错误的。 第二，心理起

源论，认为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无意识的模仿。这种观点

否认了教育是在意识支配下产生的目的性行为，是错误的。 

第三，劳动起源论，认为教育起源于劳动，起源于劳动过程

中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的辩证统一。这种观点科学

地说明了教育的起源，是正确的。 3．简述恩格斯对蒙昧和

野蛮两个时代特点的概括。 恩格斯把蒙昧时代概括为，“是

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

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 把野蛮时代概括为“学会畜牧和

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

的时期”。 4．简述原始社会教育的特点。 第一，没有阶级

性。不管什么人都有享受教育的权利；用平等的精神教育儿

童青少年。 第二，主要为生产劳动服务。教育主要围绕生产

劳动进行；把传授生产经验作为基本的教育内容。 第三，在

整个社会生活中进行。既在生产实践，也在政治、宗教和艺

术活动中进行教育。 第四，教育手段极端简单。教育手段主



要靠年长一代的言传身教。 5．简述原始社会末期教育活动

的新特征。 第一，教育目的更加明确。即将青少年一代培养

成合格的氏族成员。 第二，教育内容更加丰富。除了必须学

习生产劳动技能，还要学习氏族的风俗习惯和信仰。 第三，

教育形式更加多样化。口头传授的方式越来越多，如通过谚

语、歌谣、故事等方式进行教育。 6．简述古代社会教育的

特点。 第一，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执教人员。奴隶社会初期，

社会上出现了专事知识传授活动的知识分子教师和专门对儿

童进行教育的场所学校。 第二，鲜明的阶级性和严格的等级

性。只有统治阶级及其子弟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机会。封建

社会，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阶层的人进入何种学校有严格的等

级规定。 第三，教育与生产实践的分离和对立。鄙视体力劳

动和体力劳动者，轻视生产知识的传授。 第四，教育内容更

加丰富。文字的发展和典籍的出现丰富了教育内容，提高了

教育职能。 第五，教育方法崇尚书本、呆读死记、强迫体罚

、棍棒纪律。 第六，官学和私学并行的教育体制。由封建王

朝举办和管理的学校系统称为官学；与官学并行，行于民间

的教育称为私学。 第七，个别施教或集体个别施教的教学形

式。古代社会生产的手工业方式决定了教育上的个别施教形

式，充其量集体个别施教。 7．简述学校教育产生的条件。 

第一，社会生产水平的提高，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物

质基础。生产力的发展为社会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剩余产品，

从而使一部分人可以脱离生产劳动而专门从事教与学的活动

。 第二，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为学校的产生提供了

专门从事教育活动的知识分子。 第三，文字的产生和知识的

记载与整理达到了一定程度，使人类的间接经验得以传递。



文字是记载人类总结出来的文化知识经验的惟一工具。只有

在文字产生以后，才有可能建立起专门进行教育、组织教学

的场所学校。 第四，国家机器的产生，需要专门的教育机构

来培养官吏和知识分子。国家建立后，统治者迫勿需要培养

自己的继承人和强化对被统治者的思想统治。 8．简述现代

教育的一般特点。 第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这是现代

教育的基本特征。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现代大工业生产的

客观要求，使教育和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一种必然。 第二，

教育的广泛普及和普及年限的逐步延长。现代生产不仅要求

培养各种专门人才，而且要求每个劳动者必须具有一定的文

化修养。社会生产力水平越高，科学技术越发展，对劳动者

教育程度的要求越高。 第三，教育形式多样化。现代教育已

摆脱传统的单一普通学校教育的局面，种类繁多的教育形式

应运而生。 第四，终身教育成为现代教育的共同特征。不论

是出于人生价值的满足，还是迫于工作的需要，终身教育越

来越成为人们的共同追求。 第五，教育内容、教育手段、教

育观念、教师素质的现代化。追求教育与时代的同步适应是

各国教育的共同目标，只有同步适应的教育才能使教育更好

地促进社会发展，满足社会需要。 第六，现代教育追求通才

教育和全面教育。通才教育即专业面要宽，专业基础知识要

广博。全面教育即能够全面掌握现代生产或现代管理的原理

和工作技能，具有广泛的适应性。 9．简述资本主义教育的

特点。 第一，教育的广泛普及。从法律上废除了封建教育的

等级制，扩大和普及了学校教育。 第二，学校教育系统逐步

完善。由于初等教育的普及和高等教育的发展，各级各类学

校联成了一个统一的教育体系。 第三，创立新的教育组织形



式班级授课制。17世纪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

中对班级授课制给予了系统的理论概括，从而莫定了其理论

基础。 第四，教学内容日益丰富。自然科学知识陆续进入学

校的课堂之中，由于科学进步而引起的学科分化为学校课程

的丰富提供了条件。 第五，教学设备和手段不断更新发展。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社会对教育作用的认识逐渐提高，

一些新的教学设备和教学手段进入教学领域。 第六，教育的

阶级性依然存在。资产阶级自我标榜的教育民主在教育实践

中表现为，受教育权形式上的平等而实际上的不平等。 第七

，宗教教育在学校中占有一席之地。教育权虽然收归国有，

但教会开办的学校依然广泛存在。 第八，民族和种族歧视在

移民人口较多的国家变成一个重要的教育问题。移民与当地

居民之间长久存在的歧视与隔离问题反映到教育上，必然存

在教育上的民族与种族歧视。 10．简述社会主义教育的特点

。 第一，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

。马克思主义科学地阐明了自然、社会和人类思维的基本规

律，为我们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正确道路。 第二，教育内容具

有先进性和完善性。社会主义教育以人类的先进思想，健康

向上的教育内容，科学的文化知识和优秀的精神文明教育年

轻一代，使他们成为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第三，比资本主义教育更好地实现

了教育平等。在社会主义中国，教育不再是有产阶级的特权

，每一个社会公民都享有同等的受教育权。 第四，消除了民

族和种族歧视。国家对少数民族的教育发展给予格外的关注

，在教育投入、招生标准、教师培训、工资待遇等方面都制

定了倾斜、支持的政策。 第五，教育与宗教分离。公民有信



仰宗教的自由，但教育不受宗教影响。 11．简述英、法、美

、日四国普及义务教育的最早开端。 英国于1870年颁布《初

等教育法》，规定各学区有权对512岁儿童实施强迫教育。法

国于1881年颁布法令，规定实施普及义务初等教育。美国

于1852年由马萨诸塞州率先颁布强迫义务教育法令。日本

于1872年颁布“学制令”开始教育的普及。 12．简述现代教

育的发展趋势。 第一，培养全面发展的个人正由理想走向实

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把造就全面发展的个人作为培养社

会合格人才的共同目标，从而使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

从理论走向现实。 第二，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成为现代教

育规律之一。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现代社会发展和教育

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第三，教育民主化向纵深发展。教育

民主化伴随着社会政治的改善、民众的觉悟、被统治阶级的

不懈斗争逐步进步。 第四，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携手并进。

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的结合已经成为发达国家教育的一个共

识，也是现代教育研究的一个共同课题。 第五，教育普及制

度化，教育形式多样化。普及教育被纳入法制的轨道加以实

施；生产力和科技的进步为多种形式教育的产生提供了条件

，各种教育形式应运而生。 第六，终身教育成为现代教育中

一个富有生命力和感召力的教育理论。终身教育把教育看成

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这一思想已日益成为各国开展继续

教育的理念和依据。 第七，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各国教育的共

同追求。实现教育现代化是实现社会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组成

部分和必要前提。社会现代化的总体背景必然促进教育现代

化的发展。 13．简述教育民主化向纵深发展的具体表现。 第

一，教育普及化的开始。近代社会，资产阶级为培养本阶级



所需要的人才，要求教育权收归国家所有，以国家法令的形

式推行初等教育的普及。现代社会，伴随社会民主进程的加

快和社会民主制度的逐渐完善，普及教育开始演变成提高全

体国民素质的国家行为。 第二，“教育机会均等”口号的提

出。18世纪启蒙思想家提出“教育机会均等”的口号，经过

斗争，在法律上得以确认。20世纪中期以来，教育机会均等

已由一个教育问题演变为一个社会政治问题。 第三，教育法

制化的形成。教育立法是现代教育的重要标志，是教育民主

化的根本保证，是国家干预和管理教育的一种重要手段。 第

四，教育民主化的质量和水平不断提高。教育民主化是个漫

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14．简述《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款中

对“教育机会均等”的概括。 《联合国人权宣言》第26款对

“教育机会均等”的概括：“不论社会阶层，不论经济条件

，也不论父母的居住地，一切儿童都有受教育的权利。” 15

．简述现代教育普及制度化的具体表现。 第一，通过颁布专

门的教育法令规定国家、家庭和学生个人各自必须履行的义

务，从而保证义务教育的普及真正落到教育实践之中。 第二

，形成一系列具体的行为规范来督促普及教育的落实。 第三

，义务教育的年限确定和延长亦由新的法令去规定和推行。

16．简述现代教育形式多样化的具体表现。 现代教育形式多

种多样，已形成一个纵横交错的教育系统。纵向上，有胎教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研究生教育

和博士后研究等；横向上，有普通教育、职业教育、特殊教

育、成人教育、远距离教育、卫星电视教育、在职学习、继

续教育、各种分类的专业教育等。 17．简述终身教育的必要

性和可能性。 第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迫切要求知识的不



断更新。 第二，人口增多使求学者渴望通过不同的途径寻求

知识的获得。 第三，现行学校的种种限制使终身教育成为一

个有效的补充形式。 第四，发展中国家致力于智力投资，改

变人口素质的需求使终身教育具有广泛的生长土壤。 第五；

大众传播媒介的飞速发展和人们闲暇时间的增多使终身教育

成为可能。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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