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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_AF_95_E5_A4_A7_E6_c38_249134.htm 试述教育目的的历史

演变。 教育目的作为人才培养的要求，总是反映一定社会的

需要，在不同社会中，教育目的也有所不同。 在中国，古代

的学校教育，以“明人伦”、“建国君民”为目的。到近代

，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和“三民主义”的教育

宗旨，都体现看不同社会教育目的的不同性质和对培养人才

的标准的不同规定。 在西方，古希腊培养武士和培养和谐发

展的人；古罗马培养演说家和雄辩家；欧洲中世纪培养虔信

上帝的人；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提出了培养知识、体

力与道德和谐发展的人的教育目的。18世纪中叶以后，资产

阶级推崇的是培养独立、自尊的自由人。从19世纪后半叶起

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英、法、美等国重视人格尊严与国家建

设需要的统一；德国由于民族主义的倡扬，培养目标要求服

从于国家需求。 到了现代，“二战”前，在德、意、日等国

，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占优势，出现了极权主义的教育目

的，教育实质上成了培养侵略扩张的工具。战后，英、美等

国是在“自由民主主义”的原则下，培养“能够使个人的尊

严与独立，同国家、社会的稳定与繁荣相互协调，并存的人

”。 教育发展的历史表明，任何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致

力于人才培养中都把教育目的放在首位，广泛意义上的教育

目的存在于一切教育之中，没有目的的教育是不存在的。 试

述个人全面发展的实现条件。 第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物质前提。人的发展受生产力发展水



平的制约。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工业生产的客观要求。生产力

发展水平越高，生产力中知识技术含量越多，越要求人的全

面发展。知识经济的出现将使人的全面发展走向现实。 第二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给人的全面发展创造条件，共产主义条

件下将使人的全面发展成为现实。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使人在

政治、经济、教育上实现平等，体脑差别逐渐消失，为实现

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共产主义社会更为先进

的生产关系和生产发展的高水平，使全面发展得以彻底实现

。 第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途径

和方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无论对资本主义条件下工

人阶级的解放，还是对于社会主义条件下提高社会生产，造

就全面发展的人，以及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都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马克思主义个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本内容是什么

？ 第一，人的片面发展的原因。工场手工业把一种手工工艺

分解成精细的工序，每个工人只从事某一工序的生产，导致

工人身心发展被分割、，造成片面畸形发展。 第二，个人全

面发展的客观必然性。现代大工业生产对个人全面发展提出

客观要求。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广泛应用，造成劳动的变换

，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要求人必须体脑结合，

全面发展。 第三，资本主义的绝对矛盾限制了个人的全面发

展。机器大工业尽管迫切要求个人全面发展，并为个人的全

面发展创造了物质基础，但是，大工业的资本主义形式却阻

碍了个人全面发展的实现，它不断生产旧式分工，延长工人

工作时间和强度，加剧体脑分离与对立。 第四，个人全面发

展的条件。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生产

关系高度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实现个人全面发展



的必要条件。 试述全面发展教育的相互关系。 社会主义的全

面发展教育是由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等

部分构成的。 第一，“五育”之间既不能互相替代，又不能

分割。说它们不能替代，是因为各育之间是有区别的，每一

育都有其特定的内涵、特定的任务，每一育的社会价值和满

足个体发展需要的价值都是不同的。说它们不能分割，一方

面因为各育之间是相互渗透的，每一育中都包含了对人的智

力、情感、意志和行为的要求；另一方面因为各育之间是相

互促进的，存在看互为目的和手段的关系。 第二，全面发展

教育的五个部分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一个整体。其中，德

育对其他各育起着保证方向和保持动力的作用；智育为其他

各育的实施提供了知识和智力基础，是实施各育不可缺少的

手段；体育为各育的实施提供健康基础，是各育得以实施的

物质保证；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是德、智、体的具体运用和

实施。正确的审美观点既反映了一个人的知识水平，又体现

着一个人的思想素质状况；劳动技术教育更离不开必要的知

识基础，离不开良好的思想品德修养。因此，德育、智育、

体育、美育和劳动技术教育是密切联系的，它们互为条件，

相辅相成，构成统一i整体，从各方面保证教育目的的实现。 

第三，根据各育之间的联系，在实践中要避免忽视某一部分

或把每个部分孤立起来的错误做法，要坚持“五育，，并重

，使全面发展教育的各组成部分有机地结合起来。当然，“

五育”并重并不是均衡发展。全面发展，是指学生基本素质

的发展，学生可以而且应当在基本素质全面发展的基础上保

持并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 评述个人本位论与社会本位论

。 第一，个人本位论盛行于1819世纪上半叶，以卢梭、洛克



、裴斯泰洛奇、福禄倍尔等人为代表。其基本观点是主张教

育目的应依据个人需要来确定。该理论认为，人生来就具有

健全的本能，教育目的是由人的本能、本性的需要决定的，

教育的根本目的就在于使人的本能和本性得到自由发展；个

人价值高于社会价值，评价教育价值应当以其对个人发展所

起的作用为标准来衡量。个人本位论兴盛时期，正是欧洲资

产阶级进行反封建斗争的时期，它对反对宗教神学对人的思

想禁锢，反对封建蒙昧主义强加于人的一切教育要求，提倡

个性解放，尊重人的价值，具有历史进步意义。但是，个人

本位论排斥社会对教育的制约，排斥社会对人才培养的需要

的观点是不正确的。 第二，社会本位论是在19世纪下半叶产

生的，代表人物有孔德、涂尔干、赫尔巴特等。其基本观点

是主张教育目的应根据社会需要来确定。该理论认为，个人

的发展有赖于社会，教育结果也只能以其社会功能加以衡量

，教育结果好坏，主要看它为社会贡献了什么，贡献的程度

如何；教育的一切活动都应服从和服务于社会需要，教育除

了社会的目的之外，没有其他目的。社会本位论看到了教育

目的受社会制约的一面是对的，但却完全否认了教育目的的

个体制约性，因此也是不全面的。 第三，个人本位论和社会

本位论在处理社会和个人的关系问题上各执一端，都是不正

确的。只有将社会发展需要与个人发展需要统一起来，才是

科学的。 试述全面发展教育思想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第一，

个人全面发展教育思想是素质教育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

关于个人全面发展教育思想就是个人智力、体力充分自由的

发展，并在此基础上实现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结合，在个

人自我素质（德智体）发展的同时，会做各种工作。素质教



育正是以全面发展理论为基础，把教育的着眼点放在全面提

高人的各种素质。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指导思想和目标

是完全一致的。 第二，素质教育的实质是通过教育改革，真

正实现全面发展目标，使教育面向每一所学校，面向每一个

学生，面向学生的每一个方面，把应试教育主导下的淘汰教

育、选拔教育变成基础性、普及性、发展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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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