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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对教育的制约作用 （一）政治对教育目的和若干教

育内容的影响 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 是任何人都无法回避的

社会事实。任何社会成员或社会组织都以一定的方式与政治

发生关系，教育也不例外。教育作为一项社会事业，深受政

治的制约，任何社会的教育都体现着该社会的政治特征。 教

育作为一种政治的工具， 在影响社会政治生活，维护社会稳

定，促进社会发展方面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教育与政治的

关系是： 一定社会的教育要反映一定社会政治的要求，又反

过来为政治服务，这是一条客观规律。教育的根本任务是为

一定社会培养人，通过教育，培养具有怎样的政治方向、思

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人，这是由社会政治、经济制度所决定

的。 教育的目的即是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什么样人的总要求，

即培养人才所应达到的质量规格。 一般说来古代奴隶社会和

封建社会的教育主要是培养少数统治者和为他们服务的知识

分子，又因民族、文化传统、教育指导思想的差异而表现出

具体的差别。 我国奴隶社会教育目的是“明人伦”和具有作

战本领。所谓“明人伦”就是明贵贱，别尊卑，使受教育者

能自觉维护宗法等级制。为了镇压及掠夺奴隶还需要能征善

战。和这种教育目的相适应，奴隶主贵族子弟需要接受礼、

乐、射、御、书、数等所谓六艺教育。 在古代希腊的奴隶社

会中，斯巴达城邦国的统治者从以 3 万斯巴达人统治 25 万奴

隶的国情出发，使教育完全服从于对奴隶的残酷武装镇压和



对外战争的需要，教育目的是培养忠于统治阶级的勇悍军人

。 奴隶主子弟中的男童从 7 岁起就要离开家庭接受集体性军

事体育训练。开始是编入团队过集体的军事生活。到了 12 岁

，合格者转入少年队，施以更严酷的训练。18岁时，合格者

参加士官团，接受正规的军事训练。满 20 岁，就结束教育阶

段，成为一名军人。教育目的决定了斯巴达人单纯的军事教

育内容，文化知识教育基本不予实施。 我国封建社会的教育

目的是“学而优则仕” ，就是为封建王朝培养忠顺的官吏和

士君子。隋唐以后，施行科举取士制度，教育变为科举的附

庸，被纳入培养官僚人才的轨道。由于统治者推崇儒教，强

调“德治” 。故着重以儒家思想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极力灌

输君臣父子的“人伦之教”和“三纲五常”的封建秩序的恒

常性思想，用以巩固封建统治。 “四书五经”成为历代沿用

的主要教材。 在欧洲封建社会中，掌握着国家政权的宗教阶

层垄断了学校教育。他们设立教区学校、僧院学校、大寺院

学校和教会大学。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是培养对上帝虔诚、

服从教权和政权、进行宗教活动的教士。他们以宣扬基督教

教义的《圣经》作为主要教育内容。所设的三科（文法、修

辞、辩证法）四学（算术、几何、天文、音乐）号称“自由

七艺” ，其中浸透了宗教精神， 是为理解和信奉基督教教义

服务的。世俗封建主的贵族子弟中的长子从 7 岁起就被送入

高一级的封建领主官堡接受“近侍教育”和“侍从教育” ，

以培养对封建主忠诚、勇武善战、娴熟封建礼仪的骑士。教

育的主要内容是骑士七技，即：骑马、游泳、投枪、击剑、

打猎、下棋、吟诗。 到了资本主义社会，为了适应国家统治

和新的生产力要求，资产阶级为学校教育制定了双重教育目



的：一是培养国家事务管理人才和科技精英，二是培养适合

于从事大机器生产的劳动者。统治者通过学校教育从政治上

、思想上向受教育者施加资产阶级影响。为了保证教育内容

能为教育目的服务，有些资本主义国家由中央政府主管部门

直接掌握教科书的编审权。如日本就将审定教科书、指定各

种义务教育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发行人等列为文部省的职责。

只有到了社会主义社会，教育目的才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

。社会主义要求从政治、经济上彻底推翻剥削制度， 实现没

有剥削、 没有压迫的共产主义。 社会主义教育目的是培养德

、智、体、美等方面都得到发展的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

的劳动者。社会主义教育目的和内容是社会主义政治、经济

制度的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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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