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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_95_99_E8_82_B2_E5_c38_55278.htm 13答：与古代社会的等

级制学校比较起来，现代学校在体系上更加完备、类型上更

多样、层次上更加清晰、性质上也更加世俗化，其中最突出

的变化除了实行义务教育制度之外，就是：创办了幼儿园，

并逐步地把幼儿园纳入到学校制度中来；创办了实科中学和

工科大学；设立并发展了职业技术学校；产生了各种类型的

成人教育；创办了一大批现代大学，形成了完整的从学前教

育到高等教育的学制系统。当然，出于阶级利益的考虑，资

产阶级的学校并不是为所有受教育者提供同样的就学机会的

。在20世纪中叶之前，还保留着明显的“双轨制”。20世纪

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这种双轨制逐渐在形式

上被取消，实际上一些名牌大学仍然用高昂学费的办法来限

制中下收入阶层子弟的进入。 14答：现代教育的公共性也就

是现代教育的大众性，现代教育应该是大众教育。应该坚决

废除教育的等级性和特权性。这样说并不是要否认教育对少

数精英人才的培养，在高科技时代中，精英人才的数量是国

家实力的一个指标，教育应该大力培养各个方面的精英人才

。但是对精英人才的选择不是根据他们的财产、出身和地位

，而是根据他们的才智和志向，并且，精英人才的选拔不应

该以牺牲大众教育质量为代价，应该在提高大众素质的基础

上选择精英，培养精英。 15答：人们日益认识到：今天的教

育就是明天的经济。教育的消费是明显的消费，潜在的生产

；是有限的消费，扩大的生产；是今日的消费，明日的生产



。教育已经成为经济发展的杠杆。教育的经济功能得到了世

界各国政府充分的重视，教育改革因此被作为经济发展的战

略性条件。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教育的生产性将会进

一步地凸显出来，教育不仅是改变人们的精神生活的一种重

要力量，而且也是改变人们的物质生活的一种重要力量。而

且，随着生产形式、技术、规模的不断变化，教育的生产性

也将日益呈现着新的形式。 16答：现代教育在现代社会和现

代人发展过程中的价值是人所共知的，但是什么样的教育以

及怎样办教育才能实现这些预期的价值呢？从内容上而言，

必须是以科学知识为主的教育，而不再是以道德知识或宗教

知识为主的教育。从方法上而言，必须遵循教育的规律。而

要遵循教育的规律，必须要了解教育的规律，发现教育的规

律。教育的现象是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要发现教育的规律

不是件容易的事。为此，必须大力发展和尊重教育科学，依

靠教育科学来进行现代教育改革，不能用主观主义和长官意

志来指导教育改革。现代教育应该极大地提高自己的理性自

觉性，否则就很难说是现代教育。应该明确认识到：教育科

学是推动现代教育不断发展和革新的根本力量。 17答：古代

教育更多的是面向过去、面向现实，具有很强的保守性。现

代教育的未来性是由于现代社会发展的快节奏引起的。在科

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推动下，现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知识激

增，老化速度加快，与之相关的是产业结构和职业构成的不

断调整，生活方式的不断变化。在这种情况下，教育的眼光

如果只局限于眼前是不够的，必须把未来发展的要求考虑进

去，而且作为现代教育改革的主要参照系。从20世纪80年代

以来，世界各个国家无不把对21世纪的预测作为制定教育发



展规划的出发点，纷纷出台了面向21世纪的教育发展改革方

案。 18答：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逐渐进入到一个一体化的

世界，发达的交通、迅捷的通讯、共同市场的形成、共同问

题的出现，都日益把不同地区、不同民族和不同意识形态下

的人民的命运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地球村”的意识开始出

现。但是，由于国家利益、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多方面的

差异，一体化的世界并不是“大同世界”，而是充满着分歧

和冲突的。在这种情况下，现代教育不仅是促进民族和国家

发展的工具，而且也是促进国际理解、交流与合作的重要工

具，是传播和平理念，维护世界和平的主要工具。因此，现

代教育在培养学生的民族文化认同和爱国主义精神的同时，

也要使他们具备从事国际业务的意识、知识、情感和技能。

19答：尽管在历史上的很久以前，就有人提出“活到老学到

老”的口号，但那只是少数思想家们的个人自觉，还没有成

为整个社会的客观要求。终身教育的提出是由于现代生产和

生活基础的不断变化引起的，与知识激增和老化速度加快有

着内在的联系。在这样的时代里，某一时段的集中学习再也

没有办法供个体终身享用。要想不断地应付社会生产和生活

的新挑战，惟一的途径就是改变储备式的教育为终身教育，

而且从一个受教育者转变为积极的学习者。为此，就必须改

变传统的教育观念、教育制度、课程结构和评价方式，打通

正规教育与业余教育、学校教育与继续教育，建立一个更加

一体化的，因而也更加灵活地满足不同类型和层次学习需要

的新的教育体系。 四、论述题 1 答：学校教育由下列一些基

本要素构成： 第一，教育者，包括学校教师，教育计划、教

材的设计者和编写者，教育管理人员以及参加教育活动的其



他人员，其中，教育是学校教育者的主体和代表，是直接的

教育者。教师在整个教育过程中起主导作用，是学生身心发

展的主要影响源。 第二，受教育者，即各级各类学生。学生

作为教育实践的对象，并不是消极的、等待被改造的“物”

，而是积极的、有理智、有情感、有独立人格的“人”。因

此，教师必须尊重学生的人格，信任学生的理智，与学生建

立平等、和谐的师生关系，激发并引导学生学习与发展的内

在需要，发挥他们学习过程中的主体性，实现预期的教育教

学目的。 第三，教育影响，即教育过程中教育者作用于学生

的全部信息，既包括了信息的内容，也包括了信息传递和反

馈的形式，是形式与内容的统一。教育内容、教育材料是教

育活动的媒介，教师通过这个媒介来实现自己的教育教学意

图，学生也通过它来实现自己的发展意图。教育手段、教育

方法及教育的组织形式是围绕着一定的教育内容、教育材料

设计的，是受教育内容、教育材料的性质制约的，同时也反

映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要求，是要把一定的内容、材料以

合适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并促使学生进行有效的学习。 以上

三种要素既是相互独立的，又是相互规定的，构成一个完整

的系统。没有教育者，就没有受教育者，也就没有具有特殊

发展价值的教育影响；没有受教育者，整个教育工作就失去

了对象；没有教育影响，教育工作也就成了无米之炊，无源

之水。 2 答：从恩格斯关于人类起源的思想出发，人们批判

了教育起源问题上的生物起源说和心理模仿说。生物起源说

的错误在于尽管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问题上的人类教

育从动物的类教育中提升出来成为与动物的类教育有不同的

质的东西，仍然没有说明人的逃钠鹪矗恍睦砟７滤档拇砦笤



谟诮鼋龃痈鎏宓奈抟馐兜哪７吕唇馐徒逃钠鹪矗呀逃钠鹪粗

糜谖抟馐兜男睦砘∩稀６遥秸吖餐拇砦缶驮谟诜牌巳死嘟逃

疃罨镜墓娑?目的性-来讨论教育的起源。至于神话起源说则

更是不可靠的，反映了人们还没有掌握科学地认识教育起源

问题的方法论。教育的劳动起源说，其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

：第一，人类教育起源于劳动和劳动过程中所产生的需要。

第二，以制造和利用工具为标志的人类的劳动不同于动物的

本能活动，前者是社会性的，因而教育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

会活动。第三，教育产生于劳动是以人类语言意识的发展为

条件的。第四，教育从产生之日起其职能就是传递劳动过程

中形成与积淀的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第五，教育范畴是历

史性与阶级性的统一，而不是如一些资产阶级教育学者所说

的是永恒不变的范畴。 3 答：社会主义教育与资本主义教育

既有着共同的地方，也存在着质的不同。共同的地方在于两

者都要适应并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满足现代社会的多样化的

教育需要，建立完备而灵活的学校教育制度，不断地调整课

程结构和更新课程内容，提高学生的整体素质，发展教育科

学事业，提高教育实践的科学水平，等等。 不同的地方突出

地表现在教育目的和教育的社会属性上。我们的教育是为社

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而且是要服务于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现代化的。 第一，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社会主

义初级阶段的公民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人才。 第二，教育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在历史上有不同

的形态：原始社会的教育与生产劳动是处于混沌未分化状态

；古代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甚至

是相对立；资本主义学校教育与生产劳动开始由分离走向结



合，但是在早期是不允许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出现为学校教

育与生产劳动的结合创造了条件，因为社会主义的性质就是

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社会，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发展就是为

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要，社会

主义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培养各行各业的人才和劳动者。 第

三，教育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方法论的基础。马克思主义是

指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方法论基础，也是指导社会

主义国家教育科学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它第一次把对教育问

题的认识奠定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从而为把握复杂的

教育规律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对于教育起源问题、教育与

社会的关系问题、教育与人的发展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教育问

题的研究都具有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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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