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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8_81_8C_E6_95_99_E8_c76_644388.htm 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

水平，一部分人有可能脱离生产劳动，当语言的发展到了文

字的出现后，学校便出现了。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教育与人

的发展有着本质的联系，一方面，教育为社会的发展、为人

的发展提供了保证；另一方面，社会和人的发展又不断向教

育提出更高、更新的要求，促进教育的不断发展。学校的出

现是教育形成自己相对独立形态的标志，这是相当重要的一

步。自此以后，教育就有了两种形态：专门化的学校教育；

依然在生产劳动过程中进行的非学校教育。随之而来的是教

育的功能也发生了分化，并分别在不同的形态中得到体现。 

古代社会中学校教育为社会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功能占中心

地位，具体体现在学校教育的目的、内容、对象、方法等各

个方面。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尤其是18～19世纪期间，随

着大工业生产在国民经济中地位的确立和资产阶级政权的巩

固，社会要求学校教育为社会物质生产服务，为科学文化的

普及与发展服务，相形之下，教育为政治服务的功能则变得

隐蔽起来。这些变化明显地表现在普及义务教育制的实现及

近代学制的形成上。进入20世纪以来，由于科学技术的迅猛

发展，社会产业结构发生重大转换，使得工业革命以后逐渐

形成的近代学校教育越来越不能适应和满足社会不断更新和

提高的需求，具体地说，社会对学校教育的要求发生了如下

变化： (1)要求加强学校教育与社会物质生产的直接联系；



(2)要求教育向终身化的方向发展； (3)要求学校进一步面向未

来，先行一步，为社会和人类的未来前景提供教育保障； (4)

要求学校教育着重培养人的创造意识和实践能力。 教育制度

及其发展趋势加 1．教育制度在形式上的发展 从形式上看，

教育经过了从非形式化教育到形式化教育再到制度化教育的

过程。 非形式化教育是指与生活过程、生产过程浑然一体的

教育，没有固定的教育者，也没有固定的受教育者。形式化

教育的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相对稳定，有稳定的教育场所和设

施，教育内容相对规范化。随着学校教育的独立程度越来越

完备，制度化的教育逐渐形成。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学

制的建立，是制度化教育的典型表征。 学制是一个国家各级

各类学校的系统，它规定各级各类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

条件修业年限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校教育制度受到社会

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受到政治制度和意识

形态、受到人口发展状况以及青少年心理特征等的制约。 2

．现代教育制度的发展趋势 现代教育特别是二战以后的教育

制度呈现出如下一些共同的发展趋势： (1)加强学前教育并重

视与小学教育的衔接。 二战以前，学前教育很少被纳入国家

教育体系，二战以后各国政府普遍加强了对学前教育的重视

，很多国家将学前教育纳人了国家教育系统，并重视与小学

的衔接工作。 (2)强化普及义务教育、延长义务教育年限。 义

务教育是国家用法律形式规定的、对一定年龄儿童实施确定

年限的学校教育。自19世纪中叶，一些欧美国家颁布了初等

教育的义务教育法以后，义务教育逐步成为国际潮流，被视

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的标志之一。现在世界上有近三分

之一的国家提出了年限不等的普及义务教育目标。 (3)中等教



育中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朝着相互渗透的方向发展 在中等教

育中，普通教育是以升学为主要目标，以基础知识为主要内

容的教育。职业教育是以就业为主要目标、以从事某种职业

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知识和技能为主要教学内容的教育。二

战以前世界各国普遍推行双轨制教育，两种教育相互隔离。

双轨制的主要弊端是，学生缺乏重新选择的机会，普通中学

中不能升人高一级学校的学生往往缺乏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

。二战后综合中学的比例逐渐增加，出现了普通教育职业化

、职业教育普通化的趋势。 (4)高等教育的类型日益多样化 随

着社会生活的丰富多样化和高等教育的大众化，传统的以“

学术性”为标准的单一大学，逐渐发生变化。在形式上，不

同学制、不同办学形式的学校纷纷出现；在内容上，基础性

的、应用性的、工艺性的学校各显特色；入学目的、考试评

价的方法也多种多样了。 (5)教育的国际交流加强 在经济全球

化和新技术革命的影响下，国际性教育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

强，具体表现为人才的全球性流动、竞争与合作，教育机构

的跨国设立，国际化网络教育兴起以及国际学分、学位的互

认等等，一个世界性的各国教育相互渗透、高度融合的大趋

势正在出现。 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国学，儒家经典被缩

减为《四书》、《五经》，特别是《大学》、《中庸》、《

论语》、《孟子》四书被作为教学的基本教材和科举考试的

依据。知识分子的毕生精力用在了经书的背诵上。明代以后

，八股文被规定为考科举的固定格式，不仅社会思想受到钳

制，而且在形式上的创造性也被扼制，一直到光绪31年(1905)

，科举制度再也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要求，清政府才下令废

科举开学堂。 (2)古代印度 印度是世界文明的古国之一，它的



教育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代印度宗教权威至高无上，教育

控制在婆罗门教和佛教手中。婆罗门教有严格的等级规定，

把人分成四种等级，处于最高等级的是僧侣祭司，享有受最

优良的教育的特权，其次是刹帝利，为军事贵族，这两个种

姓是天然的统治者；再次是吠舍种姓，仅能从事农工商业；

最低等级的是首陀罗种姓，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识字读

经被认为是违反了神的旨意，要被处死，婆罗门教的教条是

指导思想，婆罗门的经曲《吠陀》是主要的教育内容，婆罗

门教的僧侣是唯一的教师。教育的活动主要是背诵经典和钻

研经义。佛教与婆罗门教虽然是两大教派，但都敬奉梵天，

主张禁欲修行。但佛教比较关心大众，表现在教育上主要是

广设庙宇，使教育面向更多的信徒，形成了寺院学府的特色

，并一直延续到英国殖民地时期。 (3)古代埃及 古代埃及大约

也是4000年前，发展成强大的中王国，文化繁荣，古代教育

达到鼎盛时期。根据文献记载，埃及在古王国末期已有宫廷

学校，它是法老教育皇子皇孙和贵族子弟的场所，中王国以

后，宫廷学校已不能满足培养官吏的需要，开设了职官学校

。这些学校都是以吏为师和以法为教，招收贵族和官员子弟

，也兼负文化训练和业务训练的任务。 古代埃及设置最多的

是文士学校。文士精通文字，能写善书，执掌治事权限，比

较受到尊重，学为文士，成为一般奴隶主阶级追求的目标。

为了满足这种需要，许多文士便设立私学，招收生徒，同时

也有传授天文、数学、医学等实用知识的文士学校。于是“

以僧为师”、“以(书)吏为师”成为古代埃及教育的一大特

征。当然，农民子弟与学校是无缘的，奴隶子弟更没有受教

育的权利。 (4)古代希腊、罗马 古代希腊、罗马的教育与东方



的教育有所不同，7～12岁的儿童进入私立学校学习，但进入

这种学校学习的大都是社会地位比较低下的阶层的子弟，贵

族阶级聘请家庭教师，不送子女上学。中等教育则主要是贵

族和富人的教育，学校以学习文法为主，学习拉丁文和修辞

。 古代雅典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文化有修养和多种才能的政

治家和商人。注重身心的和谐发展，教育内容比较丰富，教

育方法也比较灵活。古代斯巴达教育的目的是#养忠于统治阶

级的强悍的军人，强调军事体育训练和政治道德灌输，教育

内容单一，教育方法也比较严厉。 罗马帝国灭亡之后，西欧

人进入基督教与封建世俗政权紧密联系、互相利用时期。统

治残酷、等级森严、思想专制，文化教育几乎完全为宗教所

垄断，异教学校被取缔，世俗文化被否定，学习的内容主要

是神学和七艺，盲目服从圣书和僧侣教师的权威，学习方法

是背诵。为了更好地布道，也设立了为数众多的教区学校，

主要用于对普通贫民子弟的宗教教育，也适当讲授一些读写

知识。教会学校都奉行禁欲主义，实行严格的管理和残酷的

体罚。其次是骑士教育。骑士教育并无专门的教育机构，主

要在骑士的生活和社会交往中进行，教育内容首先是效忠领

主的品质，然后是军事征战的本领，以及附庸风雅的素养。

中世纪也有吐俗教育，学习文法、修辞、天文、历法、算术

等实用知识，但神学也是主修课程。 编辑特别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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