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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概论笔记讲义2.1 第二章教育与发展 教育与发展的关系

，包括两方面，即教育在人和社会的持续发展中都起着重要

作用。 第一节教育与社会发展 一、教育与经济 经济对教育的

决定作用：（1）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教育发展的水平；（2）

经济基础决定了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3）经济发展水平

制约着教育的结构、内容与手段；（4）经济体制决定着教育

体制的基本模式。 社会形态与相应的教育特征社会形态教 育 

特 征原始社会教育没有阶级性，具有民主性、平等性，人人

平等地接受教育，教育还没有从生产和生活中分化出来成为

专门的活动，教育手段主要是口耳相传。奴隶社会教育具有

鲜明的阶级性，有专门的教育机构和教学人员，学校教育与

生产劳动相脱离，教育内容开始分化。封建社会学校教育等

级森严，注重思想控制，教育内容长期保持不变。随着教育

对象、规模、种类的扩大和增多，初步形成较完整的教育体

系。资本主义社会学校教育制度系统化、严密化，普及义务

教育达到一定年限，教学内容空前丰富，对思想的控制隐蔽

化。社会主义社会倡导教育平等化和教育机会均等，实施一

定年限的普及义务教育，教育内容强调思想性与科学性的统

一。 社会经济发展的程度制约着教育普及的程度，决定了教

育发展的速度。 经济的发展会引发教育结构的变化，主要体

现为：初等、中等、高等教育的比例；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

的比例；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专业类别和比例；高等教育



的层次、招生比例和数量等。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发展

以扩大规模为主要任务，需培养大量技术工人，专科学校和

职业技术学校得到较大规模的发展；随着我国经济由粗放型

转向集约型，对人才要求不断提高，各种类型的专业培训形

成一定规模，高等职业教育应运而生。 学校中传授的知识必

须反映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水平，随着经济的发展，学校

课程的门类需要不断增减，课程结构需要不断调整，教学内

容需要不断更新。 经济发展决定了多种教育形式的产生，决

定了先进手段在教育中运用的质与量。 教育基本的经济功能

是为经济发展提供劳动力和专门人才，这就需要根据经济的

要求制定教育目标、确定教育内容、改善管理方式。 计划经

济体制下，教育体制高度集中统一，不能充分地促进经济的

发展。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我国

教育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

治体制、科技体制相适应的教育新体制。分级管理、多元办

学体制、多渠道投资体制、政校分离的管理体制、新的招生

和毕业分配体制等应运而生。 教育促进生产的发展和经济的

增长：（1）教育再生产劳动力；（2）教育积累、传播、发

展科学技术。 教育对人的劳动能力的发展具有全面的、有效

的影响和作用。 教育是科学技术在生产中得以运用的中介和

桥梁。 教育并不以创造社会物质财富为直接目的，经济价值

不过是教育的一个侧面，不能妄加夸大。 二、教育与政治 政

治对教育的决定性作用：（1）政治决定教育的领导权和受教

育的权利；（2）政治决定教育目的的性质；（3）政治决定

教育的内容。 国家有效控制教育的途径：1通过国家所颁布

的政策和法令；2通过规定办学的宗旨和方针，并以强制的手



段监督执行；3通过拨放教育经费；通过教科书的编写和各种

读物的发行；4通过任免和派遣教育行政人员和教师。 我国

社会主义社会的政治性质，决定了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培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德智体等方面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思想品德教育方面

，政治的作用更为直接和明显，规定了受教育者应具有什么

样的思想品德，为实现教育目的应进行什么样的政治、道德

的教育内容。 教育对政治有着积极的反作用：（1）教育培

养政治制度所需要的人才；（2）教育延续和发展政治制度；

（3）教育民主化与教育平等。 根据一定社会政治的需要，

培养符合一定价值标准的、本阶级政治需要的政治人才，是

实现、巩固既有政治制度的关键。 教育通过传播一定的政治

观点、意识形态，力图使受教育者在思想意识和行为习惯上

符合一定社会的政治规范，从而实现个人的政治社会化。（

社会政治稳定的重要基础，政治制度得以延续的重要保证） 

在教育过程中，随着知识的传播和信息的广泛交流，在学生

中时常可能滋生新的政治观念，有时会逐渐演化为政治行为

，推动社会政治的民主化进程，从而使政治制度得到发展。

（如“五四运动”） 教育民主化产生于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

度的斗争中，并在人民大众争取政治上的民主与解放的斗争

中得到发展，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所有国家、所有与教育

有关的人最关心的问题。 教育民主化应包括两个方面：（1

）把政治的民主扩展到教育领域；（2）把教育改造成民主的

教育。 教育民主化要求使教育具有平等、民主、合作、能调

动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积极性等特点。 教育民主化的主要内

容包括：（1）取消教育等级制度,实现教育机会均等；（2）



在学校中倡导民主精神；（3）在学校里尊重学生的个性。 

教育民主的发展趋势是：进一步改革教育制度和教育结构，

不断扩大选拔和培养人才的范围，使人们能沿着终身教育的

方向前进。 教育平等是教育民主化的关键，它是衡量一个社

会程度的基本标准之一。其含义包括四方面：（1）人受教育

的最终目标是个体自由和谐地发展；（2）教育权利平等；

（3）教育机会均等；（4）差别性对待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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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