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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我国教育目的的理论依据 我国社会主义的教育目的

是建立在充分的科学基础之上的。社会主义的先驱者马克思

、恩格斯全面研究了社会发展和人类自身发展的规律， 建立

了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及其条件，为我

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提出提供了理论基础。 （一）人的全

面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 科学地分

析了人的发展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关系，历史地考察了由

于社会分工产生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和对立，造成人

的体力和智力片面发展的过程，论证了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必

然要求人的全面发展， 阐明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

，在这个基础上指出未来社会必将通过教育培养出全面发展

的崭新的人。 根据马克思、恩格斯的论述，全面发展的人，

也就是智力和体力获得充分的自由发展的人，脑力劳动与体

力劳动相结合的人。这种人将摆脱旧的分工的奴役，能够“

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方式” ， “根据社会的需要

或他们自己的爱好，轮流地从一个生产部门转到另一个生产

部门” 。 马克思、恩格斯在考察人的发展时，也很重视人的

精神和道德意识的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在批判资本主义

摧残人的发展时， 除了分析由于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分离

和对立所造成的人的智力、体力的片面发展以外，同时还揭

露了资本主义制度下所造成的人的精神空虚和道德堕落，认

为在消灭了剥削制度之后，人们还必须摆脱一切剥削阶级意



识的束缚，使共产主义意识普遍地产生，才能达到人的个性

自由与解放。因此，人的全面发展，还包括道德、志趣和意

向的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在消灭了剥削制度以后，

当社会成为全部生产资料的主人，随着生产力的高度发展，

社会财富的极大丰富，劳动时间进一步缩短，人们从事教育

、科学、文化活动的时间增加，社会将逐步消除脑力劳动与

体力劳动的差别， 使全体社会成员完全摆脱由旧式分工所造

成的职业局限性和片面发展， 在精神上摆脱一切剥削阶级意

识的束缚。 那时，社会必将通过教育培养出全面发展的新人

。 （二）人的全面发展学说的基本观点 1.人的发展同社会生

活条件相联系 马克思、恩格斯首先指出，人的发展，从根本

上说，决定于人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物质生活条件。 “人的

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这就是说，人们在社会生产、生活中

，在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得到的发展机会就不同， 

发展的结果也会随着不同， 没有抽象的离开任何社会关系、 

任何社会实践的 “人的发展” 。 2.人的片面发展是由旧的社

会分工所造成的 人类个性多方面的发展是人类自身发展的要

求， 但是它在阶级社会中由于旧式分工而长期受到障碍，旧

式分工造成了人的片面发展。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只从事

体力劳动，而没有文化，在政治、法律、科学、艺术等智力

活动方面得不到发展；另一方面是少数剥削阶级分子垄断了

政治、文化活动，但是一点也不从事体力劳动。从人的身心

发展来说，这两种人都是有缺陷的、片面的。 马克思恩格斯

指出，人的片面发展和分工齐头并进。恩格斯在《反杜林论

》中这样说，“由于劳动被分成几部分，人自己也随着被分



成几部分，为着训练某种单一的活动，其他一切肉体的和精

神的能力都成了牺牲品。 ”农民被土地所束缚，单纯从事农

业劳动，其他的能力，都被牺牲了。手工业者为某种手艺所

束缚，同样也牺牲了他的其他方面的能力的发展。 这种片面

的畸形的发展， 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里达到最严重的程度。 

马克思在 《资本论》中指出： “工场手工业把工人变成畸形

物，它压抑工人全面的生产志趣和才能，人为地培植工人片

面的技巧。 ”在资本主义手工工场里，由于工人整天从事某

道工序的局部操作，严重地摧残了工人的智力和体力的全面

发展。 3.人的全面发展是大工业生产的必然要求分工是人类

社会的一大进步。由于分工而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是必然的

。但是，大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特别是日益进步的现代化

生产，把人的全面发展当作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提了出来。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一方面，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

的，由于新的科学技术在生产上的应用，带来了机器设备的

不断更新，生产工艺不断改革，使一些行业迅速消失了，另

一些行业又迅速产生了，造成了大批工人从一个生产部门转

到另一个生产部门。所以，马克思说： “大工业的本性决定

了劳动的变换、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性。 ”这样，

现代生产就要求 “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相互交替的活

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

的局部个人” ，即代替片面发展的人。 另一方面，随着大工

业生产的发展，自然科学和工艺学也迅速发展，从而为劳动

者通晓整个生产系统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技能创造了条件。同

时，随着大工业生产的发展，劳动生产率也迅速提高，使劳

动者可以缩短劳动时间，有充分的闲暇去学习文化科学技术



知识和从事体育、文艺、交际等各种活动，全面地发展自己

的智力和体力。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以上两个方面科学地论证

了大工业生产从客观上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

性。 4.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实现 马克思、

恩格斯认为，大工业生产提出的使人获得全面发展的要求，

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并不能成为现实。因为大工业的资本主义

形式，再生产了旧的分工。资本家占有生产资料，继续对工

人进行奴役。他们为了获取更大的利润，不仅加强了对劳动

者的剥削程度，而且扩大了对劳动者的剥削范围，使用女工

、童工，造成大量失业工人，从而廉价雇用工人。工人为了

谋生，被迫出卖自己的劳动力，变成了机器的附属品，继续

畸形发展。所以，尽管大工业生产提出了人的全面发展的要

求， 资本家为了牟取更大的利润也不得不给予工人子女以一

定的入学受教育权利， 但资本主义剥削制度却使工人无法摆

脱片面发展的困境。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仅工人的智力体

力得不到全面发展，资产阶级也受到资本和利润的奴役，受

资产阶级偏见的束缚，受他们所从事的职业的局限，其智力

体力的发展也是片面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要解决大工

业生产要求人的全面发展而资本主义制度却限制人的全面发

展的矛盾，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共产主义社会。 5.

培养全面发展的新人的方法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马克思

主义创始人不仅深刻论述了人的全面发展只有在消灭剥削制

度以后才有可能， 而且提出了未来社会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

途径和方法。早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

出“把教育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 。接着他们在考察资本主

义工厂制度时，从欧文在工厂给工人办学校的实践中，发现



了未来教育的萌芽。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 “未来教

育对所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和

体育相结合， 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

就全面发展的人的惟一方法。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

展学说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目的的理论基础， 因而学习以上

论述，对于我们深刻理解我国教育目的的精神实质，具有重

要的意义。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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