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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455.htm 在教育过程诸多的矛

盾中应抓住主要矛盾，这就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矛盾，主

要表现为教育者所提出的教育目标要求与受教育者发展现状

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存在与发展规定和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

在与发展；而其他各种矛盾关系的正确处理都是为着解决主

要矛盾的，即为了实现教育者所提出的教育目标要求；教育

目标实现，即受教育者达标，主要矛盾获得解决，标志某一

教育过程终结。教育者提出新的教育目标，与受教育者发展

现状构成新的矛盾，开始新的教育过程。在教育过程中，教

育者与受教育者矛盾双方相互制约，教育者是主体：是代表

一定社会（一定阶级）改变教育对象的主体；是按社会对受

教育者的要求组织、领导、指导教育过程的主体；是组织、

选择、使用教育手段的主体。另一方面，教育者也具有教育

客体性的一面，他在教育过程中，与受教育者相互作用，其

教育态度、施教的内容、方法等都受制约于受教育者一方。

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是学习知识、技能接受教育的对象

，是教育客体。另一方面，这并不排斥受教育者也具有教育

主体的一面：受教育者是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是积极参与教

育过程的主体；受教育者是学习教材和使用其他教育手段的

认识活动主体；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与教育者相互作用，

在接受教育者的影响时，也积极反作用于教育者。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都是具有主体意识的能动体，都是借助一定教育手

段为实现特定的教育目标共同参与教育过程的活动主体，在



教育过程中又相互作用。但教育者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承认

受教育者的主体性并不否定和降低教育者作为教育过程组织

者、领导者、指导者的主体地位，也不能抹煞和削弱教育者

在确定教育目标要求，组织教材，选择运用教育方法、方式

，设计教育活动程序，启发、调动受教育者积极性等方面的

主导作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主导与受导关系是教育过程

中教育关系的基本方面，这是由客观社会关系决定的，是社

会地、历史地决定了的，也是教育者、受教育者各自特点决

定了的。1．教育者是一定社会（一定阶级）的代表者，其职

责就是执行教育方针，实现教育目的，是代表一定社会对受

教育者实施影响的（教育目标是社会对其成员发展的要求，

在教育过程中的反映）；受教育者的主要任务是学习，学习

是社会、家庭要求他必须尽的义务（当然，也是他的权利）

。2．教育者是已经成长、成熟了的社会成员和长者；受教育

者是尚未成熟的幼稚的社会成员，它还处在社会化过程中，

必须由已成熟了的长者指导。由成熟了的社会长者对正在成

长中的年轻一代实施教育，是社会延续发展的要求。3．教育

者了解受教育者心身发展规律，掌握教育原理、原则方法。

受教育者如何按客观规律，有效地促进身心健康成长是需要

教育指导的。由上述可知，受教育者不可能代替教育者的地

位和作用，承认受教育者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为了

正确对待教育对象，处理好各方面关系：①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是共同参与教育活动的主体，双方具有平等的独立人格，

教育过程中人──人关系应是民主、平等的，要调动双方面

积极性；②既然受教育者是学习活动的承担者。教育影响就

必须通过受教育者内因起作用，教育者可以启发、引导受教



育者，但不能强制、代替受教育者；③受教育者心身发展有

自身规律、特点，教育者要尊重这些规律和特点，从受教育

者心身发展现状出发进行教育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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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