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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意义。 人的本质概括来说，就是指人之所以为人的特

有的质的规定性。人的本质观同教育思想密切相关，对人的

本质认识不同，教育思想也就不同。科学地认识人的本质，

对于确立正确的教育思想具有重要意义。人的本质特点在于

： 第一，人是自然性与社会性的统一。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

是统一的，自然性是社会性的物质前提，但从根本上说，人

的本质在于人的社会性。 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统一的观点是

科学地进行教育的出发点。人的自然属性是客观存在的，忽

略自然属性在教育中的意义，就会失去教育的自然根据。但

如果片面强调人的自然性，就会导致遗传决定论的思想，否

定社会关系和后天教育的决定性意义。同时，教育培养人也

不能脱离社会关系，必须依据社会关系的需要并在社会关系

中进行，否则，就是对教育规律的违背。片面强调人的社会

性，会导致环境决定论的思想，忽视人自身发展的客观规律

性，在教育实践中犯主观主义的错误。 第二，人是受动性与

能动性的统一。人的受动性是能动性的前提和基础，但从根

本上说人的本质在于人的能动性。。 人的受动性和能动性统

一的观点是科学教育观的客观依据。人具有受动性，因此教

育在人的发展中才能发挥重要作用。人具有能动性，因此在

重视社会条件和教育对人的发展作用的基础上，必须把教育

同人的主观能动性结合起来。教育既要把学生看成教育作用

的客体，更要把学生看成教育活动的主体i能否处理好教育过



程中教育者的主导作用与受教育者的主观能动性之间的关系

，是正确发挥教育作用，提高教育质量的关键。 第三，人是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人的共性与个性是相互联系而存在的。

个性包含看共性，共性则通过个性表现出来。 人的共性与个

性统一的观点要求在教育上一方面坚持统一的教育目的，实

施全面教育，使每个人都获得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坚持在

个人全面发展的基础上发挥个人特长。只有既面向全体、坚

持统一的教育目的，又因材施教、发展个性，才是科学教育

现的体现。 试述为适应个体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教育应采

取的相应策略。 人的身心发展的一般规律是客观存在的，不

是人的意志可以改变的。教育要获得预期的效果，必须深入

认识这些规律，在此基础上设计有效的教育活动。：第一，

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规律。人的身心发展是一个由低级到

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量变到质变的连续不断的发展过程

，因此，教育工作要做到循序渐进。一切知识技能的传授、

智力的发展、体质的增强、思想品德的培养，都要遵循由具

体到抽象、由简到繁、由低到高的顺序，既不要“拔苗助长

”、“陵节而施”，也不要压抑学生的发展、消极地迁就学

生现有的发展水平。 第二，个体身心发展的．阶段性规律。

这一规律决定了教育工作必须根据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分阶

段地进行。在教育、教学的要求、内容和方法上不能搞“一

刀切”，不能把不同年龄阶段的学生混为一谈。同时，还要

看到各年龄阶段之间的相互联系，不能人为地截然分开，要

注意各阶段之间的“衔接”工作。 第三，个体身心发展的不

均衡性。个体身心各个方面的发展存在最佳期或关键期，为

了有效地促进个体身心的发展，教育教育工作要抓住关键期



，以求在最短的时间内取得最好的效果。 第四，个体身心发

展的个别差异性。这一规律要求教育工作不仅要认识学生发

展的共同特征，还应充分重视每个学生的个别差异，做到因

材施教。发挥每个学生的潜力和积极因素，选择最有效的教

育途径，使每个学生都能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 第五，个体

身心发展的互补性。这一规律要求教育者首先要对全体学生

，特别是存在身心障碍、学业成绩落后的学生树立起坚定的

信心；其次要掌握科学的教育方法，善于发现学生的优势，

扬长避短、长善救失，激发学生自我发展的信心和积极性，

从而获得身心的协调、统一的发展。 教育为什么在人的身心

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其

原因在于： 第一，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教育，

特别是学校教育，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方向性，是专门培养

人的活动。它能根据一定社会政治经济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

，按照一定的方向，选择适当的内容，采取有效的方法，利

用集中的时间，对人进行全面的教育和训练，使人获得比较

系统的知识和技能，形成一定的世界观和道德品质。 第二，

学校教育具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系统性。学校教育是在各种规

章制度的严格制约下进行的，它保证了教育、教学的良好秩

序，把人的发展所需要的一切时间和空间全部纳入到可控的

程序之内，使教育、教学得以顺利地进行。同时，学校教育

具有系统的学习内容，这些学习内容既考虑到社会发展对人

才规格的需要，又考虑到知识的逻辑顺序、学生的年龄特点

和接受能力。从而保证了人才培养的高效率和高质量。 第三

，学校教育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学校教育是通过专门的教育

机关学校进行的。学校是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组织起来的，



具有比较完整的组织机构，具有经过教育和训练的专职教育

工作者；学校把学生按照一定的教育要求组织在专门的教育

过程内进行教育，因而，学校教育对人身心发展的作用，比

其他任何影响人的条件都要有效。 第四，教育可以激发和发

展被教育者的潜能。教育可以根据个体的遗传素质，有意识

地发挥其长处，弥补其不足，使先天的遗传素质向有利于身

心成长的方面发展。 第五，教育能对各种环境加以一定的控

制和利用。教育能按照预定的目的选择和提炼有利于人身心

发展的因素，克服和排除不利于人发展的因素。 综合上述可

见，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着主导作用。 为什么发挥教育

的主导作用必须调动人的主观能动性？ 第一，主观能动性是

指人的主观意识对客观世界的反映和能动作用。从意识方面

来看，它体现为人的需要、动机、目的等主观积极性；从外

部表现来看，它体现为人作用于客观事物的自觉活动。人的

主观能动性是人发展的直接动力。 第二，人作为教育的对象

，并不是消极被动地接受教育。学生对外在的教育影响能否

接受、接受多少，总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知识经验加以选择

，并通过自己的内部矛盾斗争作出相应的反应。在教育过程

中，学生如果没有学习愿望，厌恶学习、懒于思考，缺乏学

习动力，各种外在的教育影响就难以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财富

。 第三，人的主观能动性并不是自发产生的，往往需要一定

的外部刺激来激发，因此，教育者要善于调动学生的主观能

动性充分发挥主导作用。但是，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

变化的根据，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只有借助于学生的

主观能动性这一在内在因素，教育才能真正发挥其主导作用

。 国外一项调查统计了某家族的八代136名家庭成员，发现其



中有50名男子都是音乐家，有人认为这种现象是遗传素质决

定的，这种说法对吗？为什么？ 这种观点是错误的，是遗传

决定论的观点。遗传素质只能为该家族的后代提供发展的物

质前提，仅具备这样的物质前提而没有后天的环境影响和教

育，缺乏个体的主观努力，是无法使这种可能性变为现实的

。 该家族产生众多音乐家的现象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 第一

，遗传基因为后代提供适合音乐才能发展的生理解剖特点：

如声带、听觉器官等，从而形成了良好的物质前提。 第二，

良好的家庭环城的熏陶，有利于后代音乐兴趣的培养。 第三

，音乐世家子弟接受音乐教育的机会较多，受教育条件较好

。 第四，家长对于子女的期望作用等等。 所以，该家族出现

众多音乐家，并不完全是遗传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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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