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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互为条件，在相互作用中产生，也在相互作用中发展

。概括地说：人类建立了社会，也产生了教育，人是社会和

教育的主体，同时又是社会和教育的产物；社会决定着人和

教育的发展，同时又受制约于人和教育；教育通过培养人为

社会服务，又受到人和社会发展的制约。因此认识这三者关

系时，不宜将其割裂，孤立地去考察某一个方面，而应当从

三者的相互联系中，整体地分析。一、人的诞生、社会的形

成、教育的起源（一）认识教育的起源要联系人和社会的产

生教育从一开始就和人、社会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这是

认识教育起源应当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对教育起源

，曾有过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法国社会学家利托尔诺提出

过教育的“生物起源说”，美国心理学家孟禄提出过“模仿

起源说”。这类理论的主要缺陷就在于离开了人，离开了社

会讲教育，否定了教育是有目的的社会活动，从而根本上否

定了教育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前苏联教育界依据恩

格斯思想提出教育的“劳动起源说”，从五十年代起一直为

我国教育理论界所赞同和接受。八十年代开始，我国学者对

其提出不同看法，虽未取得共识，但对进一步认识问题是很

有益处的。而其中关于探讨问题的方法，更是值得重视，例

如强调人类社会劳动、人类社会生活的需要等在教育中的作

用，联系人类的诞生、社会的形成认识教育的起源问题。（

二）劳动在人、社会、教育产生中的作用恩格斯关于生产劳



动在人和社会产生中的作用的理论为我们认识教育的产生提

供了科学的方法论。劳动是人使用自己制造的工具，改造劳

动对象使之适合自己需要的有目的的活动。劳动工具的制造

宣告了人的诞生，宣告了社会文明的出现，也宣告了教育的

开始。人、社会、教育三方面因素在劳动过程中相互作用、

相辅相成，内在一致地形成。1．劳动工具的制造标志着开始

了从猿到人的演变恩格斯说“劳动是从制造工具开始的”。

制造工具使“手”得到改造，使人的动作和动物的动作区别

开来。“手不仅是劳动的器官，它还是劳动的产物”，只有

人的手才能制造工具，“没有一只猿手曾经制造过一把哪怕

是最粗笨的石刀。”制造工具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制造出更适

用于觅食和御敌的工具，重要的是促进了“手”的变化，促

进了智力的提高、意识的产生。“劳动”和“动物体”是一

对矛盾，双方相互依赖，在相互作用中发展，劳动决定了由

猿到人遗传性变化的方向，是劳动使猿变成了社会化高级动

物，发展为生命的最高形式──人。而人的诞生为生物进化

转入社会进化以及为教育的产生提供了前提。2．劳动标志着

开始了人类从自然向社会的演变劳动活动与社会的形成也是

相互作用的。恩格斯说，“随着完全形成的人的出现，而产

生了新的因素──社会”，而“人类社会区别于猿群的特征

又是什么呢？是劳动。”劳动一开始就是社会性的，劳动是

群体的共同创造，任何单独的个人不能进行劳动。在生产劳

动中，人们必然结成一定的社会关系，进而在其他共同的生

活领域也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各种关系体系构成社会。当

然社会的形成发展又反过来促进劳动活动的完善。“由于手

、发音器官和脑髓不仅在每个人身上，而且在社会中共同作



用，人才有能力进行愈来愈复杂的活动，提出和达到愈来愈

高的目的。”劳动变得“更加完善和更加多方面”。3．劳动

使人和社会产生了教育的需要，并创造了教育活动的条件从

猿到人，从自然到社会的演变过程也是教育逐渐产生的过程

。劳动形成了人和社会，从而也成为人类生存和社会延续发

展的必不可少的条件。为了人和社会的延续，在劳动中，个

体每一种动作、方法的改进都必须在群体中广泛传播，使个

体的知识、经验变为类的经验，能世代相传；为了在生产劳

动和社会生活中的协调，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包括要求遵循

群体在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经验、习俗、礼仪、传统等等。这

些都是集体创造的精神财富，必须保存、传递、积累．所有

这些在客观上就需要有教育。而作为保存、传递、积累经验

的手段，主要是劳动中创造的工具和语言，这便是教育活动

得以进行的条件。实物工具是人类物质生产的工具，语言是

精神生产工具（或心理工具）。无论是人创造的物质生产工

具，还是精神生产工具，都体现了人类历史经验本身，体现

了人在创造工具过程中形成、发展起来的能力。在有声语言

之前，经验的传递主要靠实物的展现、动作、体态语言。而

语言，作为符号，是人类保存、传递文化最理想的工具。各

种工具都是物化的人类智慧，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基础，是文

化传递的工具。由上述可知，教育是在劳动基础上，在和人

、社会形成过程中产生的，教育的产生离不开社会和人的形

成。二、教育、人、社会在相互作用中发展教育的历史是人

类社会历史的一部分，教育、人、社会三者在相互作用中发

展，因此教育发展的历史阶段和人的发展、社会的发展阶段

是相一致的。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标志，把人的发展和社会



发展阶段作较细的划分，可以看出二者的对应关系。人的发

展：使用石器的原始采集人→用金属手工工具的农业人→使

用机械的工业人→使用智能机的信息人。社会的发展：采集

时代的社会→农业时代社会→工业时代社会→信息时代社会

。其中农业社会即古代文明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工业社会和信息社会，包括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

。与人和社会发展相对对应的教育的发展：远古教育→古代

教育（农业时代社会的教育）→现代教育（包括工业社会和

信息社会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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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