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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数量和人口质量对教育发展的制约作用。 第一，人口数

量指一定阶段内某一区域内的人口总量。人口数量决定着教

育需求，进而决定着教育事业发展的可能规模，影响着教育

事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一个人要在社会中生存，必须接受

相应的教育，社会承担相应的教育责任，开办学校提供受教

育机会。因而，社会中人口的数量越多，教育的规模应该越

大，以适应社会成员的受教育要求。同时，人在受教育的过

程中必然会消耗一定数量的资源，教育的规模越大，所需的

资源越多。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人口的数量对教育事业的

发展速度和质量会产生明显的影响。由于历史上对人口缺乏

合理控制，我国人口基数庞大，应受教育的人口数量远远超

出其他国家。有限的国内资源，尚不发达的生产力水平，过

大的人口数量使我国的教育事业承受着很大的压力，发展步

伐缓慢。过高的教育人口数量使我国的学生平均教育经费长

期处于较低水平，也为教育事业发展的速度和质量造成很大

的不利影响。 第二，人口质量是指人口总体的身体素质和科

学文化素质。人口质量一般以受教育程度来衡量。一个社会

的人口质量制约着教育事业的发展速度和规模。一定社会的

教育需要根据社会总人口的文化素质状况制定发展规划和发

展战略，确定各级各类学校的规模和招生人数。如果人口原

有素质较低，教育就会承受更大的发展压力，就需要提高发

展速度和扩大发展规模。人口的质量还制约着教育的质量。



一定社会的人口质量决定看教育环境的优化和教育资源的科

学调配和合理利用，决定着师资的来源和构成。我国的人口

质量与发达国家乃至发展中国家相比是较低的，文育和半文

盲在总人口中占有很高的比例，这些都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

展极为不利。由于上述种种原因，我国当前在普及义务教育

过程中必然会遭遇重重阻力。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说明生产

力水平越高，社会对于教育目的的要求越高。 教育培养什么

样的人，这一问题是由政治和经济制度直接决定的。但由于

政治经济制度必然地建立在一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之上，因

而教育目的的确定不可避免地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

历史的发展汪明，生产力水平越高，社会对于劳动者的素养

要求越高。 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的目的是培养

社会统治者，当时的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脱离，不直接反

映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其原因在于，当时的生产力发展水平

还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要求每一个劳动者都拥有高度的科

学知识素养。 进入资本主义社会，机器大工业发展起来以后

，生产劳动的科技含量越来越高，对劳动者的要求也越来越

严格，以至于接受一定程度的学校教育成为进入劳动过程的

不可缺少的条件。因此，近代以来世界各国都致力于发展学

校教育，学校开始将与生产劳动直接联系的劳动者和各类技

术、管理等人员列为其培养目标。我国的社会主义教育目的

被确定为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劳动者，同样反

映了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发展需要。 举例说明，生产力

的发展制约着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影响着教学方法、教学

手段和教学组织形式的改革。 第一，传播和继承人类已有的

生产经验是教育活动最初的价值取向，这一价值取向决定了



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制约着教育教学内容的选择。在古代社会

，生产力不发达，知识经验的积累比较贫乏。因而，教育内

容主要是传授直接的生活经验和生产经验，学校开设的课程

门类很少，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相对比较简单，主要是哲学

、宗教、道德、语言等人文学科以及统治阶级所需要的统治

术，与生产力直接联系的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的课程内容也

权为贫乏。近现代，生产力的发展所引起的人类科学知识的

不断积累，既为教育教学内容的丰富和更新创造了可能，同

时又要求教育培养出来的人能够适应当时的生产力发展状况

和发展需求。因此，学校中自然科学和生产技术方面的内容

大大增加，学校的课程门类不断增多，形成了完整的学科体

系。 第二，生产力的发展也影响着教学方法、教学手段和教

学组织形式的改革。在古代社会，落后的生产力以及由此决

定的简单的经济组织形式，决定了学校教育只能采取个别施

教，师生之间口耳相传单相授受，学生呆读死记的方式。进

入工业社会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和生产力发展要

求的改变，学校教育的组织形式有了革命性的变革，出现了

班级授课制。相应地，教学方法、教学手段也出现并不断强

化着科学化、现代化的走向，幻灯、电影、电视、录音录像

、电子计算机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在学校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

。历史证明，只有具备了现代化的生产技术手段，才会有现

代化的教育手段。 举例说明，文化发展对于学校课程发展的

影响作用。 第一，文化的发展促进了学校课程内容的丰富。

古代文化的发展比较缓慢，相应地，古代教育的内容也比较

单一。中国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内容始终以“四书”、 “五经

”为主，其原因就在于封建文化的封闭保守和凝固不化。近



代以后，文化的发展对课程的日益丰富所带来的影响越来越

明显。人类自然科学领域的突飞猛进使学校教育内容产生巨

大变化，自然学科的知识逐渐增多，并占有日益重要的地位

。现代社会，人类文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猛发展，为了适

应社会文化发展的新要求，世界各国纷纷删除或压缩原有中

小学课程中陈旧过时的内容，增设新的富有时代气息的课程

内容。 第二，文化的发展促进着课程结构的变化。随着人类

文化不断的飞跃性变迁，普通教育的课程结构经历了多次大

的改变：最早是以军事体育、音乐为主，着重于身体和行为

训练的原始结构；然后是以语言文学、伦理道德教育为主的

古典结构；最后是以科学教育为主题的近现代结构。随着社

会文化的继续发展，课程结构也必将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根

据下面三段文字材料，分析政治经济制度与教育之间的关系

。 第一，我国封建社会的学校教育目的主要是把地主阶级子

弟培养成为国家政权中的士大夫和实际掌握地方政权的绅士

。 第二，北魏太武帝拓拔焘曾下令禁止劳动人民进入私学学

习，私学教师违背这一规定将被处死，设立私学者满门抄斩

。 第三，在资本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中，财产的多寡成为能

否接受教育和受教育程度深浅的重要标志。据调查，美国上

层阶级的子女中80％进人大学，下层阶级的子女上大学的只

占4％。法国工人占总人口的49.8％，其子女上大学的只占大

学生总数的10.2％；上层阶级占总人口的4.5％，其子女上大

学的占大学生总数的57％。 由这三段文字材料可知，教育与

政治经济之间存在看密切的联系，社会政治经济对教育具有

直接的制约作用。 第一，社会政治经济制约着教育目的。在

阶级社会，教育总是受到社会政治力量的控制，教育是政治



统治的强有力的工具，教育目的的选择是由政治经济决定的

。换言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人，但培养具有什么样的

政治观念、政治态度的人，是由社会政治具体决定的。在古

代的阶级社会里，学校教育的目的主要集中于培养明贵贱、

别尊卑，自觉维护等级制度的统治人才，这符合了统治阶级

的统治需要。 第二，社会政治经济决定总教育的领导权。统

治阶级为了保证教育按照自己的统治需要培养人才，进行社

会教化，必须把教育的领导权把握在自己手中。具体来说： 

（1）统治阶级可以通过国家权力机构颁布政策法令，实现对

教育的控制或管理。 （2）可以利用经济力量，通过发放教

育经费等形式，实现对教育的领导。 （3）可以利用思想宣

传上的优势力量来影响或控制教育。材料二中记录的正是国

家通过政权力量控制教育领导权的一个典型。 第三，社会政

治经济影响和制约着受教育权的分配。由于社会生产力发展

所提供的基础性条件的制约，受教育机会是有限的。在阶级

社会中，社会政治经济决定了受教育机会的分配。在古代社

会，受教育权的差别直接体现着社会政治地位的差别。近现

代社会，受教育权的差别则更突出地体现在社会经济地位的

差别上。由于经济地位的不平等，资本主义社会并未真正实

现“教育机会均等”，与富裕家庭的子女相比，相对贫穷的

家庭的子女受教育机会要少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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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