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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初，斯大林《马克思主义与语言学问题》的发

表，引起苏联教育界对教育本质属性的讨论。《苏维埃教育

学》杂志编辑部在讨论总结中提出教育是社会上层建筑的观

点，因而我国教育本抽的讨论总结中提出教育是社会上层建

筑的观点，因而我国教育本质同的讨论自一开始，就是围绕

教育是不是上层建筑而展开的。上层建筑说的论点有： ①教

育是通过培养人为政治、经济服务的； ②教育与生产关系的

联系是直接的、无条件的。生产力对教育的影响是以生产关

系为中介的； ③教育总是存在于一定社会的，是随着社会历

史条件的变化而变化的，教育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社会经

济结构的变迁，教育的性质也发生变化。因此，历史性、阶

级性是教育的根本社会属性； ④上层建筑也具有一定的继承

成分。 二、教育是生产力 ①教育劳动是生产劳动； ②教育具

有传递生产劳动经验的职能； ③教育实现了劳动力的再生产

，它把一个潜在的劳动力变成一个直接的劳动力； ④教育投

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 ⑤教育与生产力有着直接的联系，为

生产力所决定。 三、教育具有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双重属性 

双重属性说认为，教育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制约，从来就有

两种社会职能：一种是传授一定生产所要求的社会思想意识

，具有明显的阶级性；另一种是传授与一定生产力发展水平

相适用的劳动经验和生产知识，为发展生产力服务。教育本

来具有上层建筑和生产力的双重性质。不能简单地把它归之



于生产力，也不能归之于上层建筑特点的： ①教育一部分属

于上层建筑，一部分不属于上层建筑，但整个说来，不能说

教育就是上层建筑； ②教育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一部分属

于生产力，但主要属于生产力； ③教育一部分属于上层建筑

，一部分属于生产力，但主要属于上层建筑； ④教育既属于

上层建筑，又属于生产力。 四、教育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

践活动 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才来为社会服务的。教育的专门特

点决定了它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既同生产力的

发展有关，也同生产力关系有关；既同经济基础相联系；同

也政治、法律、道德等上层建筑相联系；教育的本质是其社

会性、生产性、阶级性、艺术性、社会实践性等的统一。它

是一种综合性的社会实践活动。 五、教育是促进个体社会化

的过程 既同意把教育看作是培养人的过程，但又对这一学说

不太满意，它只是对教育现象的描述，是同义语的反复，而

不是对教育内涵的揭示和阐明。有鉴于此，提出“社会化说

”，这个过程的规定性就是：教育者以一定的外在的教育内

容向受教育者主体的转化，实现人类文化的传递，促使和限

定个体身心发展，促使个体社会化。这一学说成立的依据是

：它揭示了教育的内部矛盾社会要求和个体心理发展水平的

对立统一；揭示了人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教育的作用。 六、

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 “社会实践活动说”一开始是作为

“上层建筑说”中“教育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的悖论出现

的。有论者认为，不能把教育作为观念形态，唯物主义的观

念形态是第二性的，而教育是由教育对象和教育内容所组成

的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与教育思想、教育观点是两码事。作

为促使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主要属性，教育的本质是培养人



的社会实践活动，是教育者有目的有意识地对受教育者给予

影响和利用，促使其发展的专门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 对

于长期处于“生产力说”或“上层建筑说”争论的人们来说

，“社会实践活动说”似是一股清风，但“社会实践活动说

”不久就遇到了“特殊范畴说”的挑战： ①培养人的活动，

并非人类所有教育现象的本质； ②“社会实践活动说”不可

能成为教育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现象的根本依据。把教育的

本质定义为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很难说明教育与文学、

艺术、道德等其他也具有培养功能的社会实践活动的根本差

异； ③“教育”与“培养”常为通用词语，故为同义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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