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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什么是教育，首先要考察教育是怎样起源的。在教育史上

关于教育的起源主要有如下三种不同的主张。（一）生物起

源说其代表人物是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勒图尔诺

（18311902）和英国教育家沛西?能（18701944）。勒图尔诺

在《动物界的教育》一书中明确提出教育的生物起源说，认

为动物界就有教育活动。他把老动物对小动物的饲养和爱护

等本能活动都说成是教育活动，证明教育在人类出现之前即

已存在，不只是人类所特有的社会活动。沛西?能在他的《教

育原理》中也持这种主张，他认为：“高等动物如狗和猿，

它们的生活在许多方面是我们的模型。”在我国的古代，也

有“乌反哺，羊跪乳”等谚语和故事，用以劝诫人们报答父

母养育之恩。近几年来也有人在教育起源问题上，提出“前

身说”，即认为在人类社会产生之前，在古猿中已经有了教

育活动。所有这些主张，其基本错误是混淆了动物的本能活

动与人类社会教育活动的界限。（二）心理起源说其代表人

物是美国教育家孟禄（1869-1947）。他用心理起源说批判生

物起源说，他认为在原始社会中尚未有独立的教育活动，教

育起源于儿童对成年的“无意识的模仿”。模仿毫无疑问是

教育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但人类的模仿与动物的本能活动的

区别还在于它的意识性和目的性。教育也不单是模仿，因此

单纯从模仿来说明人类的教育活动，仍然不能科学地说明教

育的基本特点。（三）劳动起源说它是在批判生物起源说和



心理起源说的基础上，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指导下形成的

。前苏联和我国的教育学者大都认可这一观点。它从恩格斯

《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劳动在一

定意义上创造了人类本身”这一基本命题出发，推演出人类

教育起源于劳动或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其基本观点如

下。1．教育是人类社会的活动，为人类社会所特有，不能与

动物的某些本能活动相混淆，而抹煞它的社会性特点。2．教

育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活动，不是或主要不是无意识的模仿

，有意识和有目的性是教育的本质特点之一。不能把人类有

意识的教育活动与动物的无意识的本能活动相混淆。3．在原

始的教育中，传递生产劳动经验虽不是全部，但仍属教育活

动的主要内容，这不仅因为生产劳动是制约其他社会活动的

决定因素，而且如语言与交往等的发展也与生产劳动有着密

切的关系。4．学校教育的产生，无疑是人类社会生活、特别

是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之后的产物，在日常生活中已经不能

完全完成教育的任务，需要有专门的机构和专门的人员来从

事这项工作。这种教育已渐渐成为某些社会阶层所独占，而

不是全社会成员所公享，社会已开始步入阶级社会，教育也

就具有阶级性的特点了。5．教育要实现社会需要，无论是生

产需要，还是生活需要，或是文化需要，都要在人的培养规

格上体现出来，而且最终要通过人的培养来实现为社会服务

的目的，因而讨论教育的起源，也不能忽视人的发展的需要

问题。 二、教育的发展历程教育自产生之日起，就随着人类

社会的发展而发展。在不同的社会历史阶段，由于生产力发

展水平不同，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不同，地域和民族不同，

教育就有不同的性质和特点。社会发展从古至今经历了五种



生产关系，因而也就有五种不同的教育。（一）原始社会的

教育原始社会是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的第一个人类社会，大

约经历了一百万年的漫长历史时期。在原始公社制度建立之

后，人类才开始从事有组织的社会生活，这时的教育还没有

从社会生活中分离出来成为专门的事业，教育活动是在共同

的劳动和社会生活中进行的。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很低，教

育的水平也很低。青少年儿童在与年长者共同劳动中学习劳

动技能，在共同的生活中学习生活规范，还在部落间的冲突

中学习军事斗争经验。原始社会的教育是和生产劳动和社会

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当然，在原始社会的不断发展过程

中，教育也在不断地发展和前进着。（二）奴隶社会的教育

奴隶社会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阶级社会，分成奴隶和奴隶主

两大阶级，其间还有自由民等。这时已经出现了学校和教师

，学校教育为奴隶主阶级所享用，奴隶不被当做人看待，更

谈不上接受学校教育。在我国古代有“学在官府”之说。我

国奴隶社会的学校，已有庠、序、校、学等不同级别和不同

性质的名称；礼、乐、射、御、书、数已成为当时学校的学

习内容。奴隶及其子女，无权进入这些学校学习，只能在繁

重的劳动中学习生产经验和劳动技能，奴隶社会制度下的教

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西方奴隶社会的教育主要以雅典和斯

巴达的教育为代表。斯巴达的教育以军事教育为主，目的是

将奴隶主的子女培养成为身体健壮的武士；学习内容有赛跑

、跳跃、角力、掷铁饼、投标枪（合称为“五项竞技”），

甚至有时以屠杀奴隶作为演习。雅典是一个商业较为发达的

国家，它对教育的要求，除体育竞技外，还要学习哲学、文

法、修辞三门学科，即所谓“三艺”，注意人的和谐发展，



以培养将来准备担任国家要职的人才。奴隶是同样无法进这

些学校学习的。（三）封建社会的教育中国曾是一个长期封

建统治的国家。在封建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奴隶转

化为占有少量土地的农奴，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地主阶级和农

民阶级的矛盾，但其中也分为不同的阶层，因而封建教育的

基本特点是其封建的等级性，不同身份的人受不同的教育。

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发展，封建文化已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在

教育制度上有官学、私学、书院等多种形式。教育内容为经

、史、子、集等，其中《五经》《四书》影响最大，是最主

要的教材。全社会盛行“学而优则仕”，从察举到科举，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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