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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460.htm 当我们把教育当作人

类特有的社会活动时，就与动物的任何活动区别开了。但是

人类的生产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等也是人类实践活动

，教育与这类活动有什么区别呢？这就要探讨教育“更深刻

的本质”问题。教育活动与生产、科学、艺术等活动都是人

类社会实践，但教育活动的直接目的是把人类文化转化为受

教育者的个体精神财富，促使个体的社会化。社会化是“个

人学习知识、技能和规范，取得社会生活的资格，发展自己

的社会性的过程”。因此教育本质上是传递人类文化，促使

个体社会化的实践。或者说是社会本质内化于受教育者，受

教育者同化于社会的过程，亦即人类自身再生产的过程。而

社会生产活动、科学活动、艺术活动等等，其直接的目的在

于生产物质生活资料或精神生活资料，唯有教育是促使个体

社会化，是社会人的再生产活动。人自身的再生产包括两个

基本方面：一是自然人的增殖，二是社会人的再生。这是相

互联系着的统一的人类再生产的两个方面。前者属于人的物

质层面，后者属于人的社会文化层面。教育直接是人类个体

的社会文化层面的再生产。没有这种再生产，人至多是“生

物人”。由“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就是通过教育传

递人类文化，促进个体社会化。教育要实现人自身的再生产

，特别是要形成人的文化层面，必须通过人类文化的传递。

这里所说的文化指人类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的总和

（当然作为一定阶段的教育内容，只能是依据教育目标选择



人类文化总体中的一部分）。作为教育内容的文化是可以传

递、可以学习的文化形态。现实的生产力、社会物质财富、

现实的政治、社会道德等都只有以文化形态，即作为科学文

化、经济文化、政治文化、道德文化等而被传递、被学习。

这种传递与学习的过程就是把储存形态的文化，即依附于语

言形式或其它物质载体的文化，转化为活跃形态的文化，即

从物的载体转移到人的载体上。这也就是文化的活化过程。

可见，人类文化不是通过人体遗传基因传给后代的，只能通

过教育方式传递，即以语言等物质载体方式传递。由于人类

文化有物质载体为依托，便不会随个体死亡而消失；此外通

过语言等物质载体传递，不受亲缘关系限制，既可传给自己

直系后代，也可以传给其他社会成员。作为类的产物的文化

，对个体说只有通过教育传递，接受了人类文化，即文化化

，才能实现社会化。传递人类文化和促使个体社会化是同一

过程两方面。传递人类文化，就是要把人类文化内化为个体

的知识、经验、素质，就是社会本质内化于个体的过程；促

使个体社会化也就是通过掌握人类文化成果，促使个体的社

会性发展，使受教育者同化于社会。其所以在同一过程中实

现，因为人与文化的形成、发展是内在一致地相互联系着的

。人创造了文化，人又是文化的产物。人接受文化就是人的

社会化，没有文化的传递就没有社会人的再生产，也就没有

人的社会化。有目的性是人类所有实践活动的共同特征，有

目的地传递人类文化促使个体社会化是所有的教育共有的特

殊本质；而所传递文化的内容不同，个体社会化的要求与性

质不同，是不同的社会、不同的阶级教育的特征。 100Test 下

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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