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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 一、教育的起源 教育的起源问题，是教育基本理论所关注

的重要课题之一。迄今为止，对于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有

三种代表性的观点，即生物起源说，心理摹仿说，劳动起源

说。 生物起源说的创始人是利托尔诺。他在《各人种的教育

演化》一书中认为，教育活动不仅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中

，而且存在于人类社会生活之外，不仅为人类社会所特有，

而且早就存在于人类产生之前的动物界了。他把老动物对小

动物的爱护照顾都说成是一种教育。认为人类教育是承受动

物教育活动的基础上的改善与发展。他还把生物生存竞争的

本能，说成是教育的起源和存在的基础。 动物为了自己的物

种的保存与发展， 出自一个 “自然和自发”的本能，要把自

己的“知识”和“技能”传授给幼小动物。 心理摹仿说是由

美国教育史学家孟禄提出的。他在批判生物起源说的同时， 

从心理学观点出发提出了自己的教育起源观。 他认为教育起

源于原始公社中儿童对成人的本能的无意识的摹仿。在他看

来，原始社会中尚未有独立的教育活动，原始的教育，就是

一种“无意识的摹仿” 。 劳动起源说常常被认为是马克思主

义的教育观点。 它主要是十月革命后苏联教育家提出的。其

主要论点是：①教育从人类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的时候

就已经开始了。人类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延续，就必须把社会

生产和生活经验在劳动中传递给新生一代，教育就是基于生

产的需求，基于人类生存而产生的。②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



一种社会活动，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③教育产生于

劳动是以人类的语言产生为条件的。 语言和教育同时都是在

劳动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其实，教育起源问题，并不仅仅

是一个“教育”问题，而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需要许多学科

来综合研究的人类问题。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与否，将取决

于人类学、语言学、生物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因为如果人

类的起源问题不解决，那就很难在教育的起源问题上找到一

个圆满的答案。 二、教育的演进 人类有史以来的教育活动，

从内容到形式、从目的到方式，始终处于变化发展之中。那

么，如何认识和理解教育的历史发展过程呢？目前， 我国教

育理论界在这一问题的认识上存在几种看法。 一是以生产关

系为根据和标志划分教育的历史时期。 那就是把教育分为原

始社会的教育， 奴隶社会的教育， 封建社会的教育， 资本主

义社会的教育和社会主义社会的教育。 二是以生产力为根据

和标志划分教育的历史时期。 从生产力方面看，人类社会可

分为两个阶段：使用手工工具的古代社会和使用机器生产的

现代社会。由此，教育相应地也就可以分为古代教育和现代

教育。 三是以教育本身在历史进程中所显示出来的不同特征

为标志划分教育的历史时期。如此，教育则被划分为原始教

育，古代教育，近代教育和现代教育。本书以第三种分法为

依据来讨论各时期的教育概况。 原始教育存在于原始社会中

。原始社会的生产和生活特征决定了其教育特征。①原始社

会的教育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是融为一体的。教育的要求和过

程，主要是为了生产，而且是在生产中进行的。老一代人在

劳动中并通过劳动向新一代人传授生产知识（经验）和技能

。同样，非生产性经验（精神生活方面的内容）也是在具体



的社会活动之中传授的。②原始社会的教育，在教育机会方

面，具有原始的均等性。这是因为在极端低下的生产力条件

下，为了生存，人人必须参加生产劳动，而教育又是融于生

产之中的，所以对每个人来说，教育机会都是均等的。③原

始教育具有摹仿性的特点。因为当时没有文字，语言也极其

简单，所以摹仿就成为主要的教育手段。古代教育包括原始

社会末期、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整个历史阶段的教育。古代

教育的重要标志是学校的出现。与古代的生产方式相一致，

古代教育具有以下特征：①古代教育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等

级性。这不仅表现在受教育权方面（只有统治阶级才能享受

教育），而且表现在教育的目的方面，同时还表现在教育内

容上。②古代教育完全脱离生产实际，甚至鄙视生产劳动，

具有与生产劳动相分离的特征。 近代教育滥觞于欧洲资产阶

级产业革命。 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近代教育在继承

古代教育的若干特征（如阶级性）的同时，也增添了一些新

的特征。①在教育目标方面，不仅培养统治人才，而且培养

技术人才。因为机器生产要求劳动者必须有一定的文化，必

须懂得机器的性能并能够正确地使用机器。②在教育内容方

面，自然科学开始走进课堂，并日益成为学校课程的重要组

成部分。 ③教育与生产劳动开始有机结合， 其标志就是职业

教育的兴起与发展。 现代教育基本上是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为起点。 它包涵资本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教育两种形态。由

于两者均以现代生产和高科技为基础，有共同的自然科学知

识的教育内容，在生产和管理等方面有着共同的人才要求，

因此，这两种形态的教育存在一些共同特征。①教育与生产

劳动密不可分。这既是现代教育的要求，也是现代生产的要



求。诚如马克思所说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提高社会

生产的一种方法， 也是培养全面发展新人的惟一途径。②普

及义务教育的年限越来越长。 这是因为劳动资料的发展水平

与劳动者所应具备的文化知识是成正比例的。生产设备的科

技含量越高，要求劳动者知识化的程度就越高。从而要求其

所受教育的年限就越长。此外，在教育的内容、教育的手段

、教育的方式和培养目标等方面，现代教育也都具有其他历

史时期的教育所没有的特征。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

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