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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6_c38_246809.htm 试论“经济要发展，

教育需先行”。 第一，教育先行是当代经济发展和教育发展

的客观规律。现代教育通过培养人才，使科学知识与人结合

，同时实现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在科技知识广泛运用

于生产过程的现阶段，教育对于生产、对于经济发展的作用

更为突出。 第二，教育是为未来社会、经济和科技发展培养

人才，由于人才培养的长期性和教育工作效益的滞后性，决

定了教育的发展必须先于经济的发展。不能等经济发展了，

再发展教育，而是要使教育的发展在适当程度上优先于经济

的发展，这样才能为经济的发展准备好适当的人才。 第三，

教育发展要受到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制约，教育先行决不意味

着教育可以超越经济发展水平的制约。教育受经济发展的制

约并不是要教育消极等待经济条件，跟在经济后面，而应当

在现时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经济条件

，使教育的发展先走一步，为经济的发展做好人才的准备。

教育先行也正是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 随着现代化经济建设

的推进，教育对经济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强大的推动作用和

先手功效。因此，教育绝不能滞后于经济建设，而必须超前

于经济的发展。 列宁曾说：“文盲是站在政治之外的。必须

先教他们识字，不识字就不能有政治，不识字只能有流言蜚

语、传闻偏见，而没有政治。”这段话反映了教育的何种政

治功能？试说明之。 第一，列宁的这段话反映了教育所具有

的培养一定社会所需要的合格公民的政治功能。教育是培养



人的工具。在阶级社会里，无论哪个时代，无论哪个国家，

掌握政权的阶级总是利用他们手中的权力掌握支配教育的优

先权，利用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和道德去培养年轻一代，

以便使他们具有统治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和知识技能，具

备政府所希求的政治观、世界现和人生观。 第二，当今时代

，社会政治民主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社会政治民

主化要求全体公民都能关心、参与国家政事，共同享有管理

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权利，同时具

有较强的法律意识。然而这一切都与人民所具有的普通文化

水平和政治意识密切相关。当人民处于普遍缺乏文化和政治

素养的情况下，必然缺乏参与政治的意识和能力，民主政治

至多不过是一个良好的愿望。历史证明，文化、教育的落后

，往往是产生和盛行政治上的偏激、盲从、专制主义的重要

根源，而教育的兴旺发达，则是政治上民主、进步的基础性

保证。 运用现代教育功能的基本原理说明教育在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中的作用。 第一，现代教育具有三方面的本体功能

，即现代教育的职能：加速年轻一代身心发展与社会的进程

人的培养；人类精神文明的传递与继承社会遗传；经验和人

才的选择科学筛选。通过这些职能的发挥，教育对社会产生

了一系列功效，包括促进社会政治变革、经济发展、科技进

步、以及人口质量的提高等等。 第二，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中，教育同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百年大计

，教育为本”，这是党中央明确提出的决策。教育在我国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具有突出的促进作用： （1）教育对于

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

技进步要靠人才，而人才培养要靠教育。现代社会是一个科



学技术飞速发展、国际竞争日趋激烈的时代。现代社会的国

际竞争已由过去资源、资本的竞争转变成技术、智力的竞争

。克己的竞争实质上就是人才的竞争、教育的竞争。因此，

要使国家立于不败之地，必须重视教育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

。 （2）教育是提高人口质量的重要途径。人口质量是现代

社会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有高质量的人口才有高质量的社

会、高质量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改善人口质量的重要

途径正是教育。 （3）教育是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因素。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劳动生

产率的提高取决于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的提高和科学技术水平

的提高。教育不仅能提高劳动者的质量，还可以传播科技、

发展科技，从而促进社会生产的高效率，给现代化建设带来

巨大的经济价值。 （4）教育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重

要内容和手段。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包括文化建设和思想

建设两个方面。发展文化离不开教育，教育的实施和普及是

提高全民族文化水平的重要条件。思想品德的形成，也必须

依靠教育的灌输和培养。 综上可知，教育必须也必然是我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 阅读下面两则材料，说明

教育对政治的重大作用。 材料：① 在唐代，中央政权所办的

多类学校，在校学生的总名额为2681人，其中学习与生产有

关的天文、兽医等专业只有240人，其余2000余人毕业后都是

直接充实政权机构，充当国家和地方各级官吏的。 ②据统计

，美国现有600所大学设管理学院或系科，拥有大学生70万，

研究生10万。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除了设立专门培养经济管理

干部的学院和系科以外，还把中央和地方所属党校都纳入统

一的干部教育体系之中。 上述材料体现了教育通过培养一定



社会所需要的政治人才而服务于政治的重要作用。在阶级社

会里，无论哪个时代哪个国家，掌握政权的阶级总是利用手

中的权力掌握支配教育的优先权，利用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道

德培养新一代统治者。其原因在于，任何政权在政治斗争和

国家管理上都需要一批专门的人才。现代社会，要使社会政

治实现民主化，国家在重大决策中实现科学化，必须培养出

具有高度文化素养和政治素养的政治人才。对于统治阶级来

说，提高本阶级执政者的文化素养和政治觉悟，是提高本阶

级领导水平，使本阶级制定的方针、政策得以贯彻的重要保

证。而学校教育对于培养政治人才具有权为重要的作用。 试

用下面的材料，分析教育与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材料：① 

欧洲在古希腊时期出现了科学研究和教学相统一的学园缪斯

学院，它使古希腊的科学中心从雅典转移到了亚历山大城。 

②1775年，法国将巴黎科学院改组为法兰西学院所属的一个

部门，使法国的科学研究全部集中在高校，当时的法国科学

技术成就跃居世界首位。 ③美国的理工科博士有近一半在高

等学校工作，美国的科学家被高等学校聘用的约占科学家总

数的40％。美国高等学校担负了全国基础研究的60％，应用

研究的15％。1978年，美国基础研究共支出60 亿美元，其中

大学占了60％。 第一，上述材料反映了教育可以生产新的科

学知识、新的生产力的社会作用。学校，特别是高等学校不

仅是传授知识的教育单位，承担看再生产科学知识的任务，

同时也是从事科学研究的重要基地，担负着生产新的科学技

术和新的生产力的任务。 第二，学校中教学与科研相结合，

一方面生产出新的科学知识，发挥精神生产方面的作用；形

成科学、技术、生产体系，在高校的实验室里研制创造出众



多新的生产工艺，直接参与物质生产过程，推动生产力的发

展。同时，通过教学，还可以把科研成果纳入教学内容，培

养受教育者的研究能力，为更深层次的研究奠定基础。 第三

，高等院校集中了一批一流的专家教授，构成了良好的专业

结构。还有年轻的精力充沛的研究生作为人才梯队，从而使

高校有良好的条件进行一些高水平的研究，尤其是对于基础

理论的研究，可望在科学前沿取得重大突破。正由于这些便

利条件，世界各国都非常重视高等学校中的基础性研究，在

高校中投入越来越多的人才和物质条件。很多国家因此而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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