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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0_94_E4_B8_93_E4_c73_386332.htm (一)教育的结构 1.教育

活动的结构 (1)教育者 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教育主

体)。教育者通过自己的活动实施一定的教育影响，促进受教

育者身心发展。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设计者，也是教育目标

、内容、方法和组织形式的制定者和实施者。其基本特征是

具有主导性和社会代表性。 (2)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是教育实践

活动的对象(教育个体)。作为教育对象是在教育者的影响和

指导下获得发展的，只有人才能成为教育对象。 (3)教育措施 

教育措施是教育实践活动的实施手段和方法，为达到一定目

的所采用的作用于受教育者的影响，以及运用这些影响物的

活动方式和方法的总和。它包括教育工具、教育内容、教育

方法、教育组织形式等。 2.教育系统的结构 教育系统的结构

是指教育机构总体的各个部分的比例关系及组合方式。教育

系统的结构具有多层次性和多方面性： ①教育层次结构。由

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组成。 ②教育类

型结构。由普通教育、专业教育、特殊教育组成。 ③办学形

式结构。由全日制、半工(农)半读学校，业余学校，函授、

刊授、广播、电视等学校组成。 ④教育管理体制结构。由公

办、民办、社会团体办、企业事业办以及私人办学等组成。 (

二)教育的功能 1.个体发展功能与社会发展功能 这是从教育作

用的对象上进行分类的。教育既具有个体发展功能又具有社

会发展功能。个体发展功能是指教育对个体人的生存与发展

的作用。社会发展功能是指教育对于维系社会运行、促进社



会变革与发展的作用。 2.正向功能与负向功能 这是从教育作

用的性质划分的，亦称为积极功能与消极功能。正向功能是

针对教育作用产生的积极的良好的效果而言，负向功能是针

对教育作用产生的消极的不良的后果而言。 最早提出这一对

概念的是美国社会学家默顿。20世纪50年代。默顿将社会功

能按性质、形态加以划分，得出正向负向功能这对概念，与

此同时还得出另一对重要概念即显性隐性功能。日本教育社

会学家柴野昌山则把这两对概念引入教育领域，构想出关于

学校教育功能得理论分析框架。 3.显性功能与隐性功能 这是

从教育功能的呈现形式划分的，教育的显性功能是依照教育

目的，教育在实际运行中所出现的与之相符合的结果。如促

进人的全面和谐发展、促进社会的进步，就是显性教育功能

的表现。教育的隐性功能是伴随显性功能所出现的非预期的

功能，如教育复制了现有的社会关系，再现了社会的不平等

，学校照管儿童的功能等，都是隐性功能的表现。显性与隐

性的区分是相对的，一旦隐性的潜在功能被有意识地开发、

利用，就转变成了显性教育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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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