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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什么是教育目的 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它不仅影响到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个人，而且也影响到整个

学校和社会教育的发展。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和地区，教

育制度和政策的性质、教育的结构和布局、教育的内容和组

织形式、教育和教育方法等都要受到教育目的的影响和制约

。教育工作者只有对教育目的有正确的理解，才能有效地组

织教育活动，培养出符合社会要求的各级各类人才。 教育理

论界，对教育目的、教育目标等概念并未进行统一界定，其

含义在不同的场合各不相同。为了便于说明问题，明确它们

各自的内涵及相互关系是必要的。教育目的是最为常见、人

们研究及使用最多的一个概念。一般认为，教育目的是把受

教育者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需要的人的总要求，它是全部教育

过程所要达到的总目标，是全部教育过程的出发点和归宿。

通常，教育目的往往勾画出某种哲学观指导下的理想社会中

的理想公民形象，以指明教育努力的方向。如我国儒家的“

格物、致知、诚心、正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君子” ，亚里士多德的“自由人” ，赫尔巴特的“道德”

的人，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与自由”的人，社会主义国家

的“全面发展”的人等等。因而，教育目的具有一定程度的

理想色彩，它的来源更多地不在教育本身，而在于社会、时

代及由二者决定的哲学观点，是一种经过抽象与概括的“理

念”的东西，不足以产生对教育过程的具体指导与调控作用



。但无疑，它对把握教育的总方向及表明教育的性质方面具

有重要意义。 教育目标是在教育目的的制约下， 根据社会发

展的某一历史时期对人才的特殊需要所规定的各级各类学校

及专业的培养规格。从逻辑关系上看，教育目标应该是教育

目的的下位概念。教育目标一方面受制于教育目的，与教育

目的有一定程度的吻合；另一方面又受制于社会发展的某一

特殊时期、特定的政治经济对教育的特殊需求。如果说教育

目的因其超越性而有一定的稳定性的话，那么教育目标则因

其切近现实而具有较大的可变性、灵活性。国家往往根据社

会发展的需要赋予教育目的以特定含义， 提出特别的教育目

标。如我国现阶段的教育目标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教育

目标具体规定着各级各类学校及专业的人才质量规格。 从教

育的眼界来看，教育目标要比教育目的明朗得多，具体得多

，因而教育目标对实施和调控教育过程有更直接的意义。 我

们通常所说的教育目的，实质上是宏观的教育目的与具体的

教育目标二者的融合。 即教育目的是社会对培养人才的质量

规格的总要求， 它规定了通过教育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

质量和规格的人。实际上也就是对教育所要培养的人的身心

素质及社会价值作出规定，这就为教育者从事教育活动指明

了方向。 （二）教育目的的意义 教育目的的意义就在于，它

给教育工作指明了方向，提出了具体来说，主要表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1.控制教育对象的发展方向 教育目的是社会对培

养人才的总要求。 按照教育目的来培养人的活动是一种对受

教育者的控制活动。这种控制活动需要较长的周期，需要学

校、社会、家庭各方面的配合。教育目的规定了受教育者预

定的发展方向， 可使各个方面共同地自始至终地对受教育者



进行有效的控制。只有这样才有利于青少年一代按照社会的

要求，健康地成长。因此，教育工作者应该宣传教育目的，

让家长、社会各方面了解教育目的，并配合学校共同搞好教

育工作。 2.对教育活动起指导和支配作用 教育目的是关系着

教育的全局性的问题， 它贯穿于教育工作的始终和一切方面

，并对教育工作起指导和支配作用，教育工作的一切方面，

如教育内容、教育方法的选择、教育制度的制定，都要受教

育目的的制约，都要符合教育目的的要求。教育目的是一切

教育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一切教育活动都是为实现教育目

的服务并在教育目的支配下进行的。评价教育质量的高低，

检查教育措施是否恰当，要看其是否实现了教育目的。因此

，教育工作者要做好教育工作，首先要学习和正确理解教育

目的。 3.有利于端正教育思想，促进教育改革 教育思想是对

教育的根本看法和观点，教育目的是教育思想的核心问题。

学习和研究教育目的，有利于我们端正教育思想，自觉投入

教育改革，从而促进社会改革和发展。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

，我国颁发了一系列改革决定，为我国政治、经济的发展以

及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道路。现在的关键

是人才的培养，在什么教育思想指导下，按什么要求和规格

去培养人，是关系到我国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成

败的大问题。如果教育工作者能正确理解和贯彻执行教育目

的，教育改革就能取得良好的效果。反之，不仅教育改革不

会取得预期成效，也会给我国整体改革带来阻力，延缓我国

改革开放和现代化进程。正因为如此，所有教育工作者都必

须认真对待和正确解决教育目的这一根本问题。 二、教育目

的的价值取向 教育目的就是要促进教育对象发生一定的变化



。教育这种特殊的实践活动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以一般的

物质世界作为活动对象，而是以物质世界中的人作为活动对

象的。而人既可以是独立存在的个体，又必然结合成相互联

系的社会。以人为对象的教育实践活动，在致力于对受教育

者个体的培养、塑造、促进个体身心发展的同时，也致力于

通过对一代又一代人的培养，造就出社会所需要的各种人才

，来促进社会的发展。由此可以看出，教育目的的价值取向

集中体现在教育目的的双重性上。 （一）教育目的的双重性 

教育目的的双重性表现在教育既有内在目的又有外在目的，

或者说， 教育既有直接目的又有间接目的。 1.教育的内在目

的 任何教育实践活动，都是教育者带有一定的主体目的性，

运用各种教育手段去影响受教育者的身心， 促进其变化发展

的。 促进受教育者的身心变化发展既是主体教育者开展一切

教育活动的原因，又是主体教育者开展一切教育活动的结果

。我们把这种在教育活动开始或开展之前就已存在于教育者

头脑之中， 并且通过教育活动可实现和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变

化发展的意图称之为教育的内在目的。 由于促进学生身心变

化发展是教育实践活动的直接原因和直接结果，因此，也可

以将它称作教育的直接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指向受教育者

个体的，因此，还可以称之为教育的个体目的。 2.教育的外

在目的 虽然教育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但它只是社会大

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 它从来没有也不可能与世隔绝。教育

将永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并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教育产

生于社会生产、生活需要，其目的也必然而且必须反映社会

生产与生活需要。人们绝不仅仅是为教育而教育的， 必定还

有其他方面的要求。教育就是人类社会为自身的延续和发展



而创造的一种自觉产物， 教育的社会制约性在教育目的上有

最为鲜明的体现， 任何教育，都要适应一定社会的需要，为

一定的社会需要所制约并为一定的社会目的服务。我们把这

种旨在通过教育来传递社会生产和生活经验及一定的思想意

识来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促进社会变化发展的意图称为

教育的外在目的。 教育为社会服务的作用是通过教育所培养

的各种人才而实现的，为社会生产、生活服务，促进社会进

步和发展是教育活动的间接结果，因此，教育的外在目的也

可称作教育的间接目的。而这种目的又是指向社会的，因而

还可以称之为教育的社会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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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