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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述的历史回顾教育目的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我国对教育目的的表述也是随着历史的发展有

所不同的。建国之初，根据当时的情况，《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会议共同纲领》规定：“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

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

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重要任务。”

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毛泽东于1957年在最高国务会

议上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就是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

、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

劳动者。”1958年，毛泽东又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

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毛泽东对于教育

目的的论述对当时我国教育目的的制定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同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就明确

指出：“教育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并且指出这一表述“正确地解释了全面发展的涵义”

。1978年，我国宪法中关于我国教育目的的表述为：“我国

的教育方针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必须同生

产劳动相结合，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

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直到今天

，毛泽东关于教育目的的思想仍然对我国教育目的的制定有

重要的影响。以毛泽东的指示为直接指导所形成的教育目的

着重强调了教育目的的社会制约性，也考虑到了教育目的对



教育对象身心发展及其规律的适应性，在不同时期起过一定

的积极作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开放及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对教育事业提出了新的要求。国家

制定了新时期的教育目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方针主导下

的教育目的。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

题的决议》要求：“坚持德智体全面发展、又红又专、知识

分子与工人农民相结合、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结合的方针

。”1982年，全国人大五次会议通过的新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宪法》规定：“国家培养青年、少年、儿童在品德、智力

、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

制改革的决定》提出，要“为90年代以至下世纪初叶我国经

济和社会发展，大规模地准备新的能够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

各级各类合格人才”，“这些人才都应该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热爱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事业，具有

为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而艰苦奋斗的献身精神，都应该不断

追求新知，具有实事求是、独立思考、勇于创造的科学精神

”。80年代初期强调又红又专和科学精神等是国家工作重点

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大环境的产物，也是对“文革”时期

片面强调政治素质的一种拨乱反正。1986年，六届人大四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义务教

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质量，使儿童、

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为提高全民族素

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建设

人才奠定基础。”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也规定：“培养德、智、体等方面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1999年6月，《中



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则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

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

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新

时期的教育目的具有历史继承性，也反映了新时期社会发展

的特点和我们对教育目的的新的思考和探索。二、我国教育

目的的基本特征虽然我国的教育目的在不同时期表述不完全

一致，但是，这些不同的表述在总体上又是统一的。它反映

了社会主义国家教育目的的基本特征。概括起来，我国教育

目的的基本特征有以下三点。（一）我国教育目的以马克思

主义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

展理论是在社会生产和分工的基础上考察人的片面发展到全

面发展的历史进程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既十分关注人的

全面发展，将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坚定的价值取向，又认为社

会存在是全面发展的前提条件，只有到了生产力高度发展，

物质财富和人的闲暇时间极其充裕，消灭了人压迫人和人剥

削人的社会制度，“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

的条件的联合体”。的共产主义社会，人的全面发展才能真

正彻底地实现。所以，人的全面发展只能是一个随着社会历

史条件变化而不断前进的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

学说为我们制定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提供了人的全面发展的

价值理想和正确认识、处理社会发展和个人发展关系的方法

论。这就既避免了将社会发展与个人全面发展对立起来，抽

象地谈论人的全面发展的片面性；又避免了将满足社会需要

，在阶级社会实际上是满足统治阶级的需要作为教育的唯一



和根本目的，否定个人和个性发展的价值，用社会需要取代

个人需要的片面性。从我国教育目的的以上表述可以看出，

我们始终坚持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方向，始终强调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这实际上是现阶段落实马克

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的表现。但是我们不能将“全

面发展”理解为只有德、智、体三个方面。人的精神结构中

除了品德和智力两个方面，至少还应包括审美等能力的培养

，还应当包括健全的心理素质这一维度。全面发展的核心内

涵是个性的自由发展，使学生主动和生动活泼地发展更是我

国教育长期和根本的任务。当然，全面发展也不能超越社会

发展阶段的制约，我们只能实现在一定历史阶段最大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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