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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1.理解教育的涵义与本质 2.了解教育的产生与发展 第一节 

教育的含义与本质 一、教育的涵义 教育是一项古老的社会事

业，源远流长。自从有了人类社会也就有了教育，并随着人

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随着人们教育实践的深入，对教育的

认识也在不断深化。 古今中外的教育家、思想家都很重视教

育的作用，并作出各自的论述。孟子说： “得天下英才而教

育之，三乐也。 ”宋代胡瑷说： “改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

天下之才者在教化。 ”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 “只有受过

一种合适的教育之后， 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 法国思想家、

教育家卢梭说： “植物的形成由于栽培，人的形成由于教育

。 ”德国思想家康德认为： “人只 有依靠教育才能成为一个

人，人完全是教育的产物。 ”英国哲学家、教育家洛克说： 

“人类之所以千差万别，均是教育之故。 ” 对什么是教育这

个问题，在中外教育史上有着各种各样的解释。战国时期的

思想家子思说： “修道之谓教。 ” 教育家荀子认为： “以

善先人者谓之教。 ” 被誉为中国第一部教育学的 《学 记》

对其解释为：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 ”东汉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解释道： “教，上所施，下所效也” ； “育

，养子使作善也” 。卢梭认为： “教育应当按照儿童自然发

展的程序， 培养儿童所固有的观察、思维和感受的能力。 ”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说：“教育的目的在于发展人的一切

天赋力量和能力。 ”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说： “教育的全部



问题可以用一个概念 道德包括。 ” 美国教育家杜威主张教育

是准备完善的生活过程， “教育即生活” ， “教育即生长”

。 法国教育学家埃米尔涂尔干认为： “教育是年长的几代人

对社会生活方面尚未成熟的几代人所施加的影响。其目的在

于，使儿童的身体、智力和道德状况都得到某些激励和发展

，以适应整个社会在总体上对儿童的要求，并适应儿童将来

所处的特定环境的要求。 ”以上诸多说法，有的是从社会需

要出发来解释教育，有的则是从人的发展的角度来探讨教育

，有的则着重表述教育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关系， 有的又

着重强调了教育的重要性等等。他们各持各的观点，各从不

同的角度揭示了教育的某些特点，但又各有自己的偏颇和局

限。他们虽然对教育概念的表述存在着差异，各有局限，但

他们又有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共同点，即他们都把教育说成

是培养人的活动，是促进人身心发展的活动。这一共识正确

地反映了古今中外一切教育所具有的共同属性。 只要人类社

会存在， 教育作为培养人的属性是不会改变和消失的。 教育

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它适应社会生活

的需要，产生于生产劳动。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

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在生产劳动过程中作为思维器

官的大脑的发展和作为交际工具的语言的产生， 为教育的产

生提供了可能。人们在制造工具、使用工具进行生产劳动的

过程中，不仅仅获得了与自然作斗争的经验，而且也产生了

一定的生产关系。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关系和联系中，便形成

了一定的劳动纪律和生活习惯，积累了一定的社会经验。年

老一代为了维持和延续人们的社会生活，使新生一代更好地

从事生产劳动和适应现存社会，就必须把积累起来的生产生



活经验传递给下一代。这种传递现象就是教育。同时，从作

为个体的人的发展来看，一个初生的嫩弱无知的婴儿要成长

为适应社会需要、能营谋社会生活的成员，即从一个自然实

体的人转化为一个社会实体的人，也必须经过成年人的抚育

和培养。这种抚育和培养的过程就是教育。所以，教育的社

会职能，就是传递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促进新生一代

的成长发展和不断社会化。由此看来，教育是新生一代的成

长与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延续与发展所不可缺少的手段，为一

切人、一切社会所必需。只要有人类社会，有知识经验的传

递，有培养下一代的任务，就有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教

育是人类社会的永恒范畴，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并且，随着

人类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类知识经验积累的越来越丰富，教

育的作用也就越来越显著。 教育是人类有目的、有意识的培

养人的活动，是人类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与动物的本能

活动有着本质的区别。这是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的一个基本

命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此作了一个生动的比喻，他

说： “蜘蛛的活动与织工的活动相似，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

，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惭愧。 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

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人在用蜂蜡建筑蜂

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

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

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 ”这就是说，只有人类才能根

据对客观世界的认识，自觉能动地去支配世界、改造世界，

将改造世界的知识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从而产生教育活动。 

教育是发生在人类社会中所特有的关于种族保存、 经验传递

和知识再生产的种种活动的总结。因此，教育这个概念具有



广泛的含义。从教育的对象来看，既有对年轻一代的教育，

又有对成年人的教育；从教育的组织形式来看，可分为学校

教育系统、自学成才系统、在职培训系统。为了更完备地表

述教育的概念，在肯定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的基础上，

进而又可把教育分为“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两种

。 所谓广义的教育，是泛指凡是能增长人的知识技能，影响

人的思想品德，提高人的认识能力，增强人的体质，完善人

的个性的一切活动。它包括有计划的和偶然的，有组织的和

无组织的，外在的灌输和自发的感化的总和， 它表现为对儿

童的抚育和预防外来的有害现象的侵害；使儿童与周围世界

建立初步的联系；以人与人交往的有力的工具语言武装儿童

；向青年一代传授并用某种形式使他们掌握生产经验和生产

技能与技巧； 向青年一代的头脑中灌输某种思想体系，并养

成一定的行为规范。 教育总是通过一定的形式进行的。教育

的基本形式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的教育目的、教育内容（或教

材）向受教育者进行教育。第一种教育形式是学校教育。学

校教育是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由于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出现了剩余产品，出现了私有制，产生了阶级，出

现了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工。由于文化的积累日益丰富

，为记载方便，产生了文字。 由于没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专

门从事教育工作的人员， 于是学校教育便正式产生， 继而，

教育才成为一种独立形态的社会活动。它是在固定的场所有

目的按计划进行的，或面向班级整体施教，或进行小组个别

施教。第二种教育形式是通过各种知识媒介（如图书、报刊

、电影、广播、电视、函授教材等），使受教育者获得知识

和受到教育的活动。这种教育形式，教育者通常不与受教育



者见面， 而是间接地启发和指导他们独自进行学习。 但有时

也和面授相结合。第三种教育形式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培养人的活动。它既不在学校中进行，又不系统讲授，也不

提供学习内容，而是在工作与生活现场通过示范、模仿、交

往、接触、传递信息和经验等进行思想的和文化的影响。第

四种教育形式是自我教育。这是指受教育者为了提高自己的

知识和思想，发展智力和才能，形成一定的个性品质而进行

的自觉的、有目的的自我控制的活动。 自我教育在人的发展

中起着重大的作用， 是人参与自身发展的重要形式。 所谓狭

义的教育，是教育成为独立社会活动形态以后出现的。它的

条件是：第一，受教育的对象主要是新生一代，即儿童、青

少年。第二，有受过专业训练的教育者，主要是专业教师。

第三，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影响青少年一代的活动

，这种活动主要在学校进行。从这几点来看，前苏联社会活

动家加里宁给教育下的定义，大体是合适的： “教育是对于

受教育者的心理上所施行的一种确定的有目的和有系统的感

化作用， 以便在受教育者身心上，养成教育者所希望的品质

。 ”后来，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里采用了这一概念，他

认为教育就是有目的有计划地实现对青年一代影响的过程，

以便把学生培养成社会所需要的人，这一概念，直至现在在

我国“教育学”教科书中一直沿用着。《中国大百科全书教

育卷》在对“教育”一词的释文中说： “狭义的教育，主要

指学校教育。其涵义是教育者根据一定社会（或阶级）的要

求，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

，把他们培养成为一定社会（或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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