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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作用（一）教师职业的产生与发展教育是与人类共始终的

社会实践活动，但在原始社会还没有专门的学校教育和教师

职业。人类进入奴隶社会后，出现了文字和学校，脑力劳动

和体力劳动的分工也有了发展。在奴隶社会初期，掌管文化

的主要是国家官吏和巫师，他们从事专门的文化整理、研究

和教学，也在政府担任一定的官职。在封建社会，随着学校

结构的复杂和规模的扩大，教师职业开始向专门化方向发展

。在资本主义社会，随着近代科技和工业的发展以及科学技

术在生产中广泛应用，不但需要培养有文化懂技术的劳动者

，而且需要培养大批有创新能力的科学技术专家。这时不但

普及初等义务教育，而且中等和高等教育都有了迅速发展。

随着教育结构更趋复杂和教育规模更趋扩大，专门培养教师

的初等师范、中等师范和高等师范教育应运而生，教师职业

更趋专门化和专业化。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高技术产业将

成为经济部门的主导产业，传统产业也将高技术化。科技创

新是发展高技术产业的基础，培养高质量的有创新能力的科

学技术专家，就成为知识经济发展的关键。这就必须大力发

展教育和提高教师素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加速发展

，知识更新不断加快。因此，人类将进入学习化社会，成人

教育、继续教育将不断发展。这就必将造成教师职业的进一

步扩大，教师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二）教师的社会地位教

师被称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古往今来，有不少思想家



、科学家都从事过教师职业。他们一方面从事文化研究和传

播，一方面培养人才，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贡献。古往

今来，也有不少思想家、教育家对教师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

，主张给教师以崇高社会地位，倡导社会应尊重教师。中外

历史上处于上升或进步阶段的统治阶级或有作为的政治家，

一般都很尊重教师。徐特立（18771968）我国近代杰出的无

产阶级教育家。曾创办湖南省长沙师范学校、省立第一女子

师范学校、长沙女子师范学校等学校，并担任校长。大革命

时期担任湖南省农民协会教育科长、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

从1930年起，一直是我党教育部门的主要领导人，先后任中

央苏区教育部代部长、部长、陕甘宁边区教育厅长、中共中

央宣传部副部长（主管教育）兼教育研究室主任等。同时还

担任中央苏区列宁师范学校校长、教材编审委员会主任、苏

维埃大学副校长（主持日常工作）、中央农业学校校长、陕

甘宁边区新教育协会会长、新教育学会理事长、延安自然科

学院院长等职务。他一生十分重视师范教育和教师工作，主

张“经师和人师合一”“教师要做园丁，不要做樵夫”。他

还经常以自己的经历鼓励师范生献身教育事业。作为一代师

表，他毕生从事教育工作，桃李满天下。毛泽东称他是“革

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周恩来称他是“人民之光

，我党之荣”，朱德称他是“当今一圣人”。有《徐特立文

存》《徐特立教育论语》等传世。中国古代儒家把教师的地

位看得很高，常常把教师与君王相提并论。《尚书?泰誓》中

说：“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将君师视为一体或将君

师并列于同等地位。荀况进一步把师纳入“天、地、君、亲

”的序列。他说：“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



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荀子?礼论》）。自汉唐至

明清，历代都有大儒。这些人饱学多识，学生也多能根据礼

教事师。西方在古希腊时期，国王尊师的例子可以用马其顿

王亚历山大与亚里士多德的亲密关系来说明。文艺复兴时期

，资产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许多人也对教师职业怀有普

遍的尊重。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过：“我们对于国家的贡

献，哪里还有比教导青年和教育青年更好、更伟大的呢？”

他认为，教师是太阳底下再没有比它更优越、更光荣的职位

。到了现代，由于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越来越广泛，需

要劳动者的文化程度越来越高，各国政府都普遍重视教育，

同时大力提高教师的待遇和地位。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

利后，就强调要提高教师的社会地位。无产阶级革命家和教

育家加里宁称赞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列宁提出：

“应当把我国人民教师提高到从未有过的，在资产阶级社会

里没有也不可能有的崇高的地位。”同时强调一方面要提高

他们与这种地位相称的素养，“而最重要的是提高他们的物

质生活条件”。此后，苏联政府为提高广大教师的工资待遇

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时通过对优秀教育工作者授予荣誉称号

和奖章等提高教师地位。（三）教师的社会作用1．通过教育

活动选择、传播、提升和创造人类文化人与动物的区别，就

在于人有自觉能动性。人的自觉能动性主要表现为人能认识

世界和改造世界。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是相互作用的，

新文化的创造与原有文化的继承也是相互作用的。人类正是

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相互作用中，在新文化与原有文化

的相互作用中，推动整个人类文化和社会不断进步的。因而

新一代人在进入社会生活之前，都应掌握人类创造的已有文



化。年轻一代掌握人类文化是一个人类文化传承的过程，学

校是进行人类文化的代际交接和传承的场所，教师则是进行

人类文化的代际交接和传承的执行者。在这里教师是人类文

化的传播者、传递者、交接者，学生是人类文化的接受者、

接替者、继承者。学校教育传播文化是有目的、有计划、有

组织地进行的，它与其他大众媒体和文化出版事业不同。教

师要把社会对新一代的要求和期待变为自己对每一个学生的

具体的期待，他要针对学生实际，对知识作出说明、解释和

论证，以保证学生理解和掌握。学校和教师进行人类文化的

代际传承，具有自觉性、科学合理性和专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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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