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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教育概述

一、教育的涵义

（一）教育的概念

从广义上说，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的思想观念的活动，都具有教育作

用，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狭义的教育则指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

的社会活动，主要指学校教育，即由专职人员和专门教育机构根据一定的社会要求，有目的、

有计划、有组织地通过学校教育的工作，对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影响，促使他们朝着期望方

向变化的活动。

（二）教育的要素

1．教育者

凡是对受教育者在知识、技能、思想、品德等方面起到教育影响作用的人，都可以称作

教育者。教育者是教育活动的主导者，是教育过程中“教”的主体。

2．受教育者

受教育者是指在各种教育活动中接受影响、从事学习的人。受教育者是教育实践活动的

对象，是学习的主体。

3．教育影响

教育影响是教育实践活动的手段，是存在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之间并把他们联系起来的

纽带。教育影响是教育活动的中介。

教育者、受教育者、教育影响这三个基本要素既相互独立，又相互联系。教育者是教育

影响和受教育者之间的纽带，受教育者是教育者选择和施加教育影响的对象，教育影响是教

育者对受教育者作用的桥梁。

（三）教育的形态

根据教育系统赖以运行的空间特征，可以将教育形态分为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

育三部分。

二、教育的属性

（一）教育的本质属性

教育的本质属性是指教育是有目的地培养人的社会活动，这是教育区别于其他社会活动

的根本特征。

（二）教育的社会属性

教育的社会属性包括教育的永恒性、教育的历史性、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三、教育的起源

（一）神话起源说

教育是由人格化的神所创造的，教育的目的就是体现神或天的意志。

（二）生物起源说

教育的生物起源论者把教育的起源归于动物的本能行为，归于天生的、像动物本能样原

本具有的生物行为，教育过程就是按生物学规律进行的本能过程。

（三）心理模仿起源说

教育起源于儿童对成人的无意识的模仿。

（四）劳动起源说

教育起源于人类特有的劳动。为了生存和延续，人类必须将劳动技术传承下去，于是就

产生了教育。

现在，我们认为教育起源于人的社会生产需要和人的发展需要。

四、教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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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教育的发展

1.古代教育

根据历史记载，中国早在 4000 多年前的夏朝，就出现了学校教育的形态。奴隶社会之

后，教育逐渐从生活和生产活动中分化出来，出现了专门的教育机构——学校，有了专职的

教师和学生。

西周时期．学校教育制度已经比较完善。国家建立了政教合一的官学体系，实行“学在

官府”、“官师一体”等政策，并有了“国学”与“乡学”之分，形成了以礼乐为中心的文武

兼备的六艺教育。六艺由六门课程组成，即礼、乐、射、御、书和数。

春秋战国时期，官学衰微，私学大兴，促进并形成了百家争鸣的盛况。

秦汉以后，学校教育继续发展，出现了“太学”。汉武帝以后，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实行了思想专制主义的文化教育政策和选士制度，对后世产生

了深远的影响。

隋唐以后盛行的科举制度，宋代以后，程朱理学成为国学，儒家经典被缩减为“四书”、

“五经”。其中，“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它们被作为教学的基本

教材和科举考试的依据。明代以后，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固定格式，不仅社会思想受到钳

制，而且在形式上的创造性也被扼制。一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 年），科举制度再也不能

适应社会发震的要求，清政府才下令废科举、开学堂。

2．近代教育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中国逐步形成了具有明显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色彩的中国近代教

育体系。1862 年京师同文馆创立，这是中国近代由政府设立的第一所新式学堂。中国近代

制度化教育兴起的标志是清朝末年的“废科举、兴学堂”，以及颁布了全国统一的教育宗旨

和近代学制。1901 年，清政府实行“新政”，下令全国各地书院改为学堂；1905 年又“废科

举、兴学堂，新式学堂逐渐成为中国教育的主体。学堂的人才培养目标是洋务运动所需的各

方面的专门人才。

3．建国后的教育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从此中国教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在教育体制方面，

自 1950 年开始至 1956 年止完成了旧学校的改造，将私立学校改由政府接管，形成了由“国

家办学”的单一教育体制。在学制方面，实行小学五年一贯制，后改为“四二”制；中学实

行“三三”制；大学和专门学院多为 4～5 年，高等学校类型开始向多方面发展。在教育目

的方面．确立了“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的方针。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提出并开始实施素质教育，素质教育是以人的素质发展为核

心的教育。

（二）西方教育的发展

1.古代教育

（1）古希腊教育。古希腊教育是西方教育的开端。古希腊的教育以斯巴达和雅典为代

表斯巴达教育以把儿童培养成身体强壮的武士为目的，带有浓郁的军事色彩。雅典是一个商

业和手工业较发达的国家，雅典的教育非常重视体育、德育、智育、美育的和谐发展。

（2）印度教育。印度教育分为婆罗门教育和佛教教育，其特点是宗教教育盛行。

（3）古罗马教育。学校以学习文法为主，主要目的是培养雄辩家。

（4）古埃及教育。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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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轻受到尊重，“学为文士”成为一般奴隶主阶级追求的目标，“以僧为师”、“以（书）

吏为师”称为古埃及教育的一大特征。

2.西欧中世纪教育

西欧中世纪的教育主要包括教会教育与骑士教育两种。教会教育学习的内容主要是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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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七艺，骑士教育培养人才的主要目标是培养勇猛豪侠、忠君敬主的骑士精神和技能。

3.近代教育

文艺复兴时期资产阶级提倡的那种新的文化和世界观被称为人文主义，其实质是提高资

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地位。这种崭新的世界观解放了人们的思想，促使文学、艺术、哲学、科

学都获得新生，对这一时期的教育也有着深刻的影响。

（三）教育发展的特征

1.近代西方教育的特征

近代西方教育的特征有：(1)国家重视教育，建立公共教育体系；(2)普及初等义务教育；

（3）教育普遍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的联系日益增强；(4)重视教育立法，以法治教。

2.现代教育的特征

现代教育的特征包括教育的终身化、教育的全民化、教育的民主化、教育的多元化以及

教育技术的现代化。

五、教育的基本功能

教育的基本功能是育人功能。育人功能表现为教育通过个体的社会化和个体的个性化，

促成个体由生物体的自然人成为生活在现实生活中的具体的人。

（一）促进个体社会化的功能

(1)教育能帮助个体获得基本知识与技能。

(2)教育能帮助个体获取社会文化。

(3)教育能促使个体养成符合社会要求的行为习惯。

(4)教育有利于个体社会观念的形成。

(5)教育培养着个体的社会角色。

（二）促进个体个性化的功能

(1)教育促进个体主体意识和能力的形成与发展。

(2)教育促进个体差异的发展。

(3)教育促进个体价值的实现及提升。

（三）个体的社会化与个性化是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

个体是社会化与个性化的有机统一，缺一不可。个体的社会化与个性化互为前提、相互

促进。一方面，个体的社会化是个性化的基础；另一方面，个性化有助于个体的社会化，具

有自我意识、主体精神的个体才能获得更好的发展，才能更加自觉、主动地掌握新的社会规

范，更好地发展自我。

教育应将二者有机统一起来，不仅使个体学会生存，而且使个体学会创造，快乐地生活。

六、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基本关系

现代教育的社会功能包括：政治功能、经济功能、文化功能、人口功能等。现代教育的

社会功能，主要是从以下层面来实现的。

（一）教育与社会政治经济制度的关系

1．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

政治经济制度对教育的制约表现在：政治经济制度决定教育的领导权、受教育的权利以

及教育的目的。

2．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政治功能）

教育对政治经济制度的影响表现在：(1)教育为政治经济制度培养所需要的人才；(2)

教育是一种影响政治经济的舆论力量；(3)教育可以促进民主。

3．教育相对独立于政治经济制度

尽管政治经济制度对学校教育有着巨大的影响和制约，但教育又是一种主体性的实践活

动，具有主体自身的价值取向与行为选择，并表现出自身的相对独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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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政治经济制度直接制约着教育的性质和发展方向，教育又对一定的政治经济制度

产生影响。但是，教育对政治经济的变革不起决定作用。

（二）教育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

1.生产力对教育的决定作用

生产力水平是教育发展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对教育提出了与一定生产力相适应的要求。

生产力对教育的决定作用表现为：第一，生产力水平决定教育的规模和速度；第二，生

产力水平制约着教育结构的变化；第兰，生产力水平制约着教育的内容和手段。

2.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经济功能）

教育对生产力的促进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教育再生产劳动力；第二；教育

再生产科学知识。

（三）教育与文化的关系

1.教育对文化的影响（文化功能）

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即：(1)教育传递一一保存文化；(2)教育传播——交流之化；（3）
教育选择一一提升文化；(4)教育创造——更新文化。

2．文化对教育的制约

1.文化知识制约教育的内容与水平。

2.文化传统制约教育的传统与变革。

综上所述，一方面，文化影响和制约着教育；另一方面，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又依赖于教

育。教育与文化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关系。

（四）教育与人口的关系

1．教育对人口的影响（人口功能）

（1）教育有助于控制人口增长。

（2）教育有助于提高人口质量。

（3）教育有助于改善人口结构。

2.人口对教育的制约

（1）人口增长率对教育的影响

（2）人口质量对教育的影响

（3）人口结构对教育的影响

七、教育与人的发展

（一）影响人的发展的主要因素

影响人的发展的主要因素有很多，概括起来主要有遗传、环境、教行和人的主观能动性。

1.遗传是人的发展的物质前提

第一，遗传素质是人的身心发展的生理前提，为人的身心发展提供了可能性。

第二，遗传素质的差异对人的身心发展有一定的影响作用。

第三，遗传素质的发展过程制约着年轻一代身心发展的年龄特征。

第四，遗传素质具有可塑性。

第五，遗传素质不能预订或决定人的发展，遗传在人的发展中的作用是不能夸大的。

2．环境是人的发展的重要外部因素

首先，环境使遗传提供的发展可能性变成现实；其次，环境影响人的发展方向、水平、

速度和个别差异，是推动人身心发展的动力；再次，环境不决定人的发展，夸大环境对人的

发展的作用是错误的；最后，人对环境的反应是能动的。

3．教育在人的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教育，尤其是学校教育在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主要表现为：首先，教育是一种有明确的目的性的培养人的活动，它规定着人的发展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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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其次，学校教育能够对其他各种环境因素加以控制，选择有利于青少年发展的因素；最

后，教育是通过专门训练出来的教师所进行的活动，对学生的作用力比较强。因此，教育在

人的身心发展中起主导作用。

4．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的发展的内部动力

人的主观能动性是人类区别于动物的重要特征之一。主观能动性是在环境和教育的影响

下形成的，随着人的自我意识的提高和社会经验的丰富，人的主观能动性也随之逐渐增强，

使人能有目的地去发展自身。人的主观能动性表现在对周围的事物所采取的态度，是赞成还

是反对，是积极行动还是回避；表现在能自觉地作出抉择，控制自己的行为；还表现在能为

自身发展设定目标，并自觉地为实现目标而奋斗。

（二）人的身心发展规律

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包括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阶段性、不平衡性、互补性和个别差异

性。

1．个体身心发展的顺序性

个体身心的发展在整体上具有一定的顺序，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教育必须遵循由

具体到抽象，由浅入深，由低级向高级的顺序，循序渐进，不能“揠苗助长”。

2．个体身心发展的阶段性

个体在不同的年龄阶段表现出身心发展不同的总体特征及主要矛盾，面临着不同的发展

任务，这就是身心发展的阶段性。教育工作者必须从学生的实际出发，针对不同年龄阶段的

学生，提出不同的具体任务，采取不同的教育内容和方法。

3．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

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平衡性表现在两方面：首先是同一方面的发展速度，在不同的年龄阶

段变化是不平衡的；其次是不同方面发展的不平衡性。心理学家根据个体身心发展的不平衡

性提出了“发展关键期”或“最佳期”的概念。错过了关键期，训练的效果就会降低，甚至

永远无法补偿。

4.个体身心发展的互补性

互补性反映个体身心发展各组成部分的相互关系，它首先指机体某一方面的机能受损甚

至缺失后，可通过其他方面的超常发展得到部分补偿。互补性也存在于心理机能与生理机能

之间。人的精神力量、意志、情绪状态对整个机体能起到调节作用，帮助人战胜疾病和残缺，

使身心依然得到发展。

5．个体身心发展的个别差异性

个别差异性在不同层次上都存在。首先表现为男女性别的差异，其次，个别差异表现在

身、心的所有构成方面，其中有些是发展水平的差异，有些是心理特征的表现方式上的差异。

教育工作者要发现个体间的差异特征，做到“因材施教”，充分发挥每个学生的潜能和积极

因素，有的放矢地进行教学，使每个学生都得到最大的发展。

（三）教育促进人的发展

育人功能是教育的基本功能。教育可以发现人的价值，发掘人的潜力，发挥人的力量，

发展人的个性，使人的价值得到越来越充分的体现。

教育对人的促进作用体现在四个方面：(1)对个体发展的方向作出社会性规范；(2)具有

加速个体发展的特殊功能；(3)对个体发展的影响具有即时、延时的价值；(4)有助于开发个

体特殊才能和发展个性。

（四）充分利用教育因素促进良好个性的形成

充分利用教育因素促进良好个性的形成，要特别重视四个方面的影响，即：课堂教学和

班集体的影响、师生关系的影响、同伴关系的影响、劳动的作用。

八、中学生的生理特征

http://www.jiaoshiedu.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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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生的生理特征表现在：(1)身体外形的变化；(2)体内机能的增强；(3)脑的发育：

(4)性的发育和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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