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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8_88_E8_80_83_E8_c38_264137.htm 一、基本练习题 （一

）填空题 1.教育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所特有的关于________

、________的种种活动的总结。 2.教育的基本形式是教育者

根据一定的________、________向受教育者进行教育。 3.关

于教育起源问题的三种代表性学说是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 4.在教育起源问题上，心理摹仿说的代表人物

是________国的________。 5.教育的生物起源说的代表人物

是________国的________。 6.根据教育自身的特征，有史以

来的人类教育可分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和________四个阶段。 （二）选择题 1.教育是________。 A.

人类特有的社会现象 B.人类与动物共有的现象 C.现代社会特

有的现象 D.人类与其他高等动物特有的现象 2.教育的本质

是________。 A.生产力 B.生产关系 C.上层建筑 D.一个目前还

没有定论的问题 3.教育起源于________。 A.人类早期的心理

摹仿 B.人类的生产劳动 C.生物界老动物对幼小动物的照料 D.

本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4.自________阶段开始，自然科

学就成为学校教学内容的组成部分。 A.原始教育B.近代教育

C.现代教育D.古代教育 5.在________教育阶段，教育与社会

生产完全分离。A.古代B.原始 C.近代D.现代 6.在________教

育阶段，教育与社会生产是合二为一的。 A.古代B.原始 C.近

代D.现代 7.在________教育阶段，教育与社会生产开始实现

有机统一。 A.古代B.原始 C.近代D.现代 8.学校产生

于________教育阶段。 A.古代B.原始 C.近代D.现代 9.在有史



以来的教育中，除________以外，都具有阶级性的特征。 A.

古代教育B.近代教育 C.现代教育D.原始教育 10.“听君一席话

，胜读十年书”指的是________。 A.广义的教育现象 B.狭义

的教育现象 C.既是广义的教育现象又是狭义的教育现象 D.学

校是近代教育以后才出现的。 （三）判断题 1.教育是人类与

动物共有的一种现象。 2.教育的本质就是生产力。 3.教育的

本质就是上层建筑。 4.教育从来就是具有而且将永远具有阶

级性的特点。 5.教育从来就是同生产劳动结合在一起的。 6.

人类历史上，先是某些圣贤办起了学校，然后才有教育活动

。 7.在原始教育阶段，教育与生产劳动合二为一，人人必须

劳动，因而人人受教育，但到了古代教育阶段，教育只是少

数人才能享受的，所以，古代教育不如原始教育。 8.在原始

教育阶段和现代教育阶段，教育与生产劳动都是结合在一起

的，所以，现代教育实际上是在向原始教育回归。 （四）解

释题 1.广义教育 2.狭义教育 3.教育的生物起源说 4.教育的劳动

起源说 5.教育的心理起源说 （五）简答题 1.列举四种教育形

式。 2.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目前主要有哪几种观点？ 3.简述

教育的劳动起源说的主要观点。 4.简述教育的生物起源说的

主要观点。 5.简述教育的心理起源说的主要观点。 6.原始教

育有何特征。 7.古代教育有何特征？ 8.近代教育有何特征？

9.现代教育有何特征？ （六）论述题 1.就所学过的关于教育

本质问题的各种观点，谈谈自己的认识。 2.试述关于教育起

源问题的诸观点，并作简要评价。 3.根据现代教育的主要特

征，请你谈谈我国教育改革的走向。 二、讨论题 1.如何认识

教育的本质。 2.现代教育在现代社会中处于何种地位。 三、

教学实践 如有条件，参观一所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学校。 一、



基本练习题 （一）填空题 1.种族保存，经验传递，知识再生

产 2.教育目的，教育内容 3.生物起源说，心理摹仿说，劳动

起源说 4.美，孟禄 5.法，利托尔诺 6.原始教育，古代教育，

近代教育，现代教育 （二）选择题 1.A 2.D 3.D 4.B 5.A 6.D 7.A

8.A 9.D 10.A 11.A （三）判断题 1.错误。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

社会现象。 2.锗误。除了生产力属性外，教育还具有其他属

性。 3.错误。除了上层建筑外，教育还具有别的属性。 4.错

误。原始教育就没有阶级性。 5.错误。古代教育就同社会生

产相分离。 6.错误。先有教育活动，然后才有学校。 7.错误

。混淆了广义和狭义两种教育的概念。 8.错误。在原始教育

中，教育与生产劳动是自发的结合；在现代教育中，教育与

生产劳动是自觉的、有机的结合。 （四）解释题 1.泛指能增

长人的知识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提高人的认识能力，

增强人的体质，完善人的个性的一切活动。 2.主要指学校教

育。即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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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3.这一理论是由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

提出的。它认为教育活动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而且存

在于人类社会之外，不仅为人类社会所特有，而且早就存在

于人类社会之前的动物界。人类教育是承受动物教育活动的

基础上的改善与发展。 4.这一理论是由前苏联教育学家们提

出的，它认为，教育就是基于生产的需求，基于人类生存而

产生的。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活动，是有意识有目

的的活动。教育产生于劳动是以人类的语言为条件的。语言

和教育同时都是在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5.这一理论是

由美国心理学家盂禄提出的。他在批判生物起源说的同时，



从心理学观点出发，认为教育是起源于原始公社中儿童对成

人的本能的无意识的摹仿。 （五）简答题 1.（1）学校教育。

（2）通过各种知识媒体，使受教育者获得知识和受到教育的

活动。（3）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培养人的活动。（4）自

我教育。 2.（1）认为教育的本质是上层建筑。（2）认为教

育是本质是生产力。（3）认为教育是复杂的社会现象，其本

质是多层次、多侧面的。（4）认为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的活

动。 3.见“解释题”4的答案 4.见“解释题”3的答案 5.见“解

释题”5的答案 6.（1）教育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2）教育

机会具有原始的均等性。（3）教育具有摹仿性特点。 7.（1

）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级性。（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

。 8.（1）不仅培养统治人才，而且培养技术人才。（2）自

然科学开始走进课堂。（3）教育与生产开始有机结合。 9.

（1）教育与生产劳动密不可分。（2）普及义务教育年限越

来越长。 （六）论述题 1.（1）简述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诸观

点（见“简答题”1的答案）。（2）发表自己对此问题的看

法（或者提出新的观点，或者表示赞同某观点，但均需说明

理由）。 2.（1）简述关于教育起源问题诸学说的基本观点（

见“解释题”3、4、5答案）。（2）对每一学说的基本观点

作出评价（肯定或否定，并提出理由）。 3.（1）回答现代教

育的基本特征（见“简答题”9答案，并根据自己的理解补充

一些其他特征）。（2）根据现代教育的特征，我国教育改革

中将主要解决哪些问题，采取哪些举措。 二、三（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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