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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9C_A8_c76_530880.htm 一.判断题 1．经济决定教育。 

解析：错误。教育受社会的经济条件所制约，它在以下几方

面决定教育： （1）经济决定着教育的发展速度和规模； （2

）经济决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规格和课程设置及教学内容 

（3）经济决定教学手段和教学组织形式； 经济不能对教育

起绝对的决定作用，还有教育的领导权、教育制度和受教育

权利、教育目的和性质是由政治制度所决定的。 2.教育是以

育人为目的的社会实践活动，它受制于社会发展需求并直接

服务于社会发展。 解析：错误。教育并不直接作用于社会，

而是在教育活动中，受教育者通过学习、领会并内化前任优

秀的科学文化只是，提高与发展自身，成为“新人”，并由

“新人”直接作用于社会。因此，培养人成为链接教育和社

会的桥梁。 3.科学技术决定教育者的观念。 解析：错误。科

学技术能够改变教育者的观念，但不能决定。科学发展水平

决定了教育者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影响到他们对教育内

容、方法的选择和方法的运用，也会影响到他们对教育规律

的认识和教育过程中教育机制的额设定。 4.21世纪，知识比

能力更重要，所以知识教育比能力教育更重要。 解析：当今

条件下新科技革命对教育提出了巨大的挑战，一些观念发生

了变化。现在，知识的急速增长要求人们学会学习，因此对

能力的要求提高，能力教育也比知识教育更重要，方法教育

比结论教育更重要。 二、论述题 1．结合20世纪以来尤其是

二战之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教育发展的主要特征，论述我国



教育改革的方向。 解析：二十世纪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教育

发展呈现了以下特点： (1) 教育的终身化 (2) 教育的全民化

(3) 教育的民主化 (4) 教育的多元化 (5) 教育技术的现代化 结

合以上五点论述我国教育在素质教育、职业教育、普及义务

教育、全民教育、教育投资多元化、教育教学技术改进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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