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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教育究竟是什么! 这是学习教育学的一个重要而又关键的

问题"也是树立正确教育观的核心问题#教育对于我们每一个

人并不陌生"一般情况下"受过教育和没有受过教育"受过良

好的教育和受过不良的教育"对一个人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

的影响是截然不同的"对社会发展的影响也有很大不同#正确

的教育观能促进教育实践取得良好的效果"能促进人的身心健

康发展$错误的教育观使教育实践走向歧路"会导致人不健康

发展#本章通过对教育产生%发展历程的描述"着重研究教育

的含义%教育的发展和教育的功能"从而形成正确的教育观"

为指导教育实践服务#

!学习目标"

!"

理解和掌握教育的含义和教育的本质问题!

#"

理解和把握教育的功能"教育的起源"学校教育的出现

以及教育产生和发展的历程等与教育相关的一系列问题!

$"

用正确的教育观指导和审视当下的教育实践#充分发挥

教育的正向功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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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学

第一节
"

教育的含义

一! 教育的概念

教育作为一种与人类社会历史共始终的现象和活动!首先是与人不可

分的"作为社会成员!没有接受过这样或那样教育的人几乎是不存在的"

尤其是当今社会!教育与人们之间关系的密切程度很难用语言形容"但是!

自从教育随着人类社会出现以来!关于教育是什么的问题!一直争论着"

直到今天!仍然是见仁见智!莫衷一是"观念是行动的先导!理论上的认

识往往影响到实践中的行动"对 #教育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在认识上的

模糊!必将导致教育实践中的偏差"这与素质教育的要求!尤其是新课程

下的教学观是格格不入的"因此!充分认识教育的含义显得尤为重要"

#一$从字源上看教育

在中国的甲骨文中就有 #教$和 #育$的存在"#教$在甲骨文中常见

写法是 # $

!

!左半部的上方 #$表示占卜的活动!是教的内容%左下方

的 #$表示一个孩子!是教的对象%右半部 #$的上方 #&$表示鞭子

或棍子!是教的过程与手段%右下方 #$表示手!即手执鞭子督促孩子学

习"整个 #教$字合起来的意思表示 #成人手拿教鞭督促孩子的学习行

为$

"

"#育$在甲骨文中的写法是 # $!像妇女养育孩子之形"在该字的

上下结构中!上方表示 #女$!下方是倒立的 #子$"#教$和 #育$合起来

有 #管'教'养$之义"

英语 #教育
%&'()*+,-

$的词源!来自于拉丁文 #

%&'().%

$ #

%&'().%

$

是由前缀 #

%

$与词根 #

&'().%

$合成的"前缀 #

%

$有 #出$的意思!而词

根 #

&'().%

$则为 #引导$!二者合起来就是 #引出$!即 #采取一定的手

段!把某种本来就潜藏于人身上的东西引导出来!从一种可能的潜质转变

为现实的特性$

#

"但是!这种潜质或者潜能必须是 #本善$的!否则!就

没有被引出或导出的必要"由此可见!在西方! #教育$强调的是由内转

#

!

"

#

王道俊#王汉澜
/

教育学 $新编本%&

0

'

/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121

(

#3/

石中英
/

公共教育学 &

0

'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42

(

$/

同上#

#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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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
"

育
!

外!即 #隐含着儿童本善之意!教育只需对儿童的天性加以引导$

!

"这也

是 #内发论$和 #自然主义教育思想$产生的土壤和渊源"

#二$从中外教育家的论述中看教育

在我国的教育学界!一般认为 #教育$的概念最早见于 (孟子)尽心

上*中的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关于 #教育$的解说!存在于

许多典籍中"许慎在 (说文解字*中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

子使作善也$"(荀子)修身*+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 (学记*+ #教也者!

长善而救其失者也$"(中庸*+ #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梁启超明确提出+教育是什么, 教育是教人学做人---学做 #现代的$人"

身体坏了!人便活不成或活得无趣!所以要给他种种体育"没有几样看家

本事!就不能养活自己!所以要给他种种智育"其他一切教育事项虽然很

复杂!但目的总是归到学做人这一点"

" 陶行知继承和改造了其师杜威的

实用主义教育观!提出 #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

#

"

资料
!5!

%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

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

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

&&& '孟子(尽心上)

由上可见!在我国!无论是甲骨文中的 #教$或是 #育$!还是古今教

育思想家们对 #教育$的论述!由外转内!即儿童 #性本恶$的成分偏重!

多强调教育的目的在于使人为善!凭借外力作用于儿童的发展!需要在大

人的棍棒监督之下习字学文'处事做人和从德向善"因此!#外铄论$的影

响久远!强调教育者的作用较为突出"

在国外!许多思想家和教育家从不同的方面对教育展开论述"古希腊

的柏拉图认为!#教育是为了以后的生活所进行的训练!它能使人变善!从

而高尚地行动$

$

"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说+ #假如要形成一个人!就必须

$

!

"

#

$

扈中平等
/

现代教育学 &

0

'

/#

版
/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446

(

##/

转引自石中英
/

公共教育学 &

0

'

/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442

(

7/

陶行知
/

中国教育改造 &

0

'

/

北京(东方出版社#

!113

(

!7#

%

!64/

转引自杨兆山
/

教育学 &

0

'

/

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

#443

(

$4/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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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教育去形成"$#只有受过恰当教育之后!人才能成为一个人"$

! 法国思

想家卢梭认为!#教育应当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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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目标 #就是自然的目标$" #从我门下出

去!我承认!他既不是文官!也不是武人!也不是僧侣!他首先是人..$

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认为!教育就是 #依照自然的法则!发展儿童道德'

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

"

"英国教育家斯宾塞认为!教育是为受教育者

未来的美好生活做准备!即 #为我们的完美生活做好准备$

#

"美国教育家

杜威认为!#教育就是生活本身$"他提出了著名的教育命题+ #教育即生

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连续不断的改造$"

$ 要素主义教育流

派的代表人物巴格莱坚称+我们把社会进化定义为积累和提炼人类知识的

进步过程!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教育则是传递这些 /人类0知识的过程!

或者说教育是传递人类积累的知识中具有永久不朽价值的那部分的过程"

&

巴西教育家弗莱雷则认为!教育是一种自由实践!教育即解放的行动"

上述观点虽然不一!但都能反映出 #教育$概念所蕴含的原典精神"

所谓教育的原典精神!是指 #教育$概念创制时人们所赋予它的意义"从

中西 #教育$概念的词源分析来看!教育的原典精神是以 #人$为本而非

以 #才$为本!关注人作为人的生存及其意义!努力从内在方面 #唤醒$

人'#生成$人和 #提升$人!而不是从外在方面 #训练$人' #塑造$人

和 #培养$人"因此! #教育$命题所涉及的关键要素可概括为 #目的$

#过程$和 #关系$"教育的 #目的$表现为 #职业目标$与 #人文目标$

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表现为 #人$与 #公民$之间的矛盾!#劳动力$与

#劳动者$或 #人才$与 #人品$之间的矛盾"教育的 #过程$表现为 #外

在过程$与 #内在过程$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又可以称为 #外铄$与

#内省$之间的矛盾!#灌输$与 #启发$之间的矛盾"教育的 #关系$表

现为 #工具关系$与 #本体关系$之间的矛盾"

#三$从权威性工具书关于教育的解释看教育

关于教育的含义!(现代汉语词典*解释为!教育是 #培养新生一代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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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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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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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从事社会生活的整个过程!主要是指学校对儿童'少年'青年进行培养

的过程"$(辞海*的解释是+ #按照一定的目的要求!对受教育者的德育'

智育'体育诸方面施以影响的一种有计划的活动"..教育一词一般是指

学校教育!但也用来泛指社会上一切有教育作用的活动!如社会教育'家

庭教育等"$我国教育类权威工具书对教育的概念也有界定!具体如下"

(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教育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现象!是传递

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的必要手段"$

(中国教育大百科全书)教育卷*+#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

人们的思想品德的活动!都是教育"$

(中国教育百科全书*+ #广义的教育指的是一切增进人们的知识'技

能!影响人们的思想!增强人们的体质的活动"$

(教育大辞典*/增订合编本0+#教育 /

%&'()*+,-

0!是传递社会生活经

验并培养人的社会活动"通常认为+广义的教育!泛指影响人们的知识'

技能'身心健康'思想品德的形成和发展的各种活动"$

从以上对教育的定义中!可以看出!它们都将教育定义为一种 #活动$

或 #社会活动$"这种活动对人们的知识'技能'思想'品德和体质的形成

与发展产生影响"而且!这种影响都是积极的!都是增进'增强'获得等"

#四$对教育概念的界定与理解

关于教育概念的界定!历史上是五花八门"每一种定义的产生!都伴

随着特定的历史条件和特有的认识基础"综合考察各种观点!大致有以下

几种"

!"

#广'狭'更狭说$

这种观点将教育的定义分为 #广义$#狭义$和 #更狭义$三种"广义

的教育定义+凡是增进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影响人们思想品德的活动!都

是教育%狭义的教育定义+即学校教育!指教育者根据一定的社会或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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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养成为一定社会阶级所需要的人的活动%更狭义的教育!即指思想道德

教育或 #思想教育活动$

!

"

#"

#广狭两义说$

教育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教育即教育的一般性定义!狭义的教

育即学校教育"此观点较为普遍"影响较大的有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编写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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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育 学

的 (教育学*和王道俊'王汉澜主编的 (教育学*等!皆用此观点"

$"

#首要直接说$

教育是有意识地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和首要目标的社会活动"

!

7"

#社会化与个性化统一说$

教育是在一定社会背景下发生的促使个体的社会化和社会的个性化的

实践活动"个体的社会化是指根据一定社会的要求!把个体培养成为符合

社会发展需要的具有一定态度'知识和技能结构的人%社会的个性化是指

把社会的各种观念'制度和行为方式内化到需要'兴趣和素质各不相同的

个体身上!从而形成他们独特的个性心理结构"

"

在我国教育界!普遍存在的是教育概念的 #广狭两义说$"广义的教育

是泛指一切增进人的知识与技能'影响人的思想品德的活动%狭义的教育

通常指的是学校教育!是指教育者按照一定的社会要求和受教育者的自身

特点!向受教育者的身心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以使受教

育者发生预期变化的活动"本书采用此种教育的界定!从两个角度相结合

的方式!即 #社会的角度$和 #个体的角度$相统一的方式给教育下定义"

值得注意的是!教育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不是纯粹的理念或在某

种理念支配下的规则"教育与人的发展紧密相关!对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

产生直接的影响和作用!进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因此!我们认为 #广狭两

义说$更具有一般性和代表性!已被广泛地认同和接受"其他的观点和认

识都和此定义有内在的联系!是进一步的认识和理解"但是!无论是教育

的哪一种定义!其核心和共同点必须指出其根本特征!即教育是一种影响

人'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它要培养人成为他自己!培养人成为社会历史的

主体"广义的教育包含学校教育和学校以外的各种教育!而其中的学校教

育在西方自文艺复兴'在中国则自
#4

世纪初始!一直是最主要的教育形

式"狭义的教育即学校教育!涵盖古今中外所有的学校教育"学校教育与

广义教育相比!具有明显的专门化和制度化特点"专门化!即具有专门的

教育机构'专门的教职人员和学生%制度化!即表现为各级各类学校的体

制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学校的体制以及学校各部门之间的关系'课程的

设置以及各类课程之间的关系等!都有严格的制度规定和约束!学校的各

项工作都应该有预先的计划"我们研究和学习的重点主要是学校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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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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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治厌学&'请不要在春天的时候摇晃一棵苹果树(

有
6#"39

的高校教师认为 *学生的学习积极性不高+#在部属高校和

市属高校中#该比例分别为
7#"89

和
34"$9

!这是北京大学 *首都高等

教育+学科群项目组发布的 ,

#448

年首都高等教育质量问题调查-中的

一组数据#调查对象包括
#7

所北京地区高校的
$$33

名老师和
!361!

名

学生!厌学是应试教育结出的恶果!学校"家长和社会将孩子过早地捆

绑在应试教育的战车上#还要以 *为了孩子的未来+的冠冕堂皇的理由#

通力合作#把学生死死地按住#大搞揠苗助长式教育#而在根本上忽视

了孩子的学习兴趣!学生年纪小抗争不过#只能糊里糊涂地就范!一旦

考上大学#厌学情绪开始恶性释放#拒绝再努力学习!..根治厌学情

绪#最根本的方子在哪里/ 一个哲学家曾说过(*让一个孩子在非兴趣的

基础上去学习#就是在春天的时候摇晃一棵苹果树#你不但不能摇下苹

果来#相反使得苹果花纷纷落地#以至于到了秋天应该收获的时候你不

再能收到苹果了!+

&&& '文汇读书周报)"

#4425#254$

*

$

+

学生们考上大学后为什么厌学了呢, 为什么 #一旦考上大学!厌学情

绪开始恶性释放!拒绝再努力学习$, 这不得不让人思考+教育是什么%教

育是分数吗%教育就是升学吗%我们受了这么多年的教育!看到的'听到

的'感受到的教育是什么%教育应该是什么%教育实际上又成为什么"真

正理解教育的含义确实是一个难题!需要把握以下几点"

!"

教育作为一种社会活动以人为直接对象

教育的基本着眼点是人!是人的发展!人是教育的出发点"首先!这

里的 #人$!不只是局限于青少年!而是指各个年龄阶段的人!尤其是在终

身教育理念下!对每一个人来说!受教育是一生的过程!从摇篮到坟墓!

活到老!学到老%其次!这里的 #人$!不只是局限于智力'身体正常的

人!而是指各种各样和各种情况的人!尤其是在全民教育理念下!每一位

个体 /包括男女正常儿童'贫困儿童'处境不利儿童和残疾儿童0都有受

教育的权利和机会!满足全体儿童'青年和成人的基本学习需要是现代教

育的使命"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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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
!5"

%

学校教育变了味

&&&教育究竟要做什么!

""

某市一所普通小学#考试体"音"美等课程#老师提前让学生背诵

事先设计好的标准答案(*

:;<=

+*

<:;=

+*

;;:=

+..此类课程平时

是不讲的!

某市一所重点小学#音"美"体"计算机和科学等 *副科+课程平时

不开课"不讲授#但是#老师告诉并要求学生(*教育局要来检查#询问这

些课程的开课情况时都要回答开设!并且#必须回答所有课程上课时都没

有拖堂!这和我们学校要评比的名次有关!+其实#真实的情况是(在这些

小学#所谓的音"美"体"计算机"科学以及品德与生活或品德与社会类

课程皆被当作 *副科+#没有正式开设#教师也没有正式讲授!而对待语

文"数学等正科#拖堂现象十分严重#课后作业远远超过
!

个小时#但只

让学生对教育局下来检查的人员说 *课后作业在
!

小时以内+#从小教育学

生说假话"空话#以应付检查!据学生家长的真实反映#*劳动"品德与生

活"品德与社会"科学课程均没有开设或开设不充分+!

某市一所重点初中#由于高中升学考试即 *中考+时政治是开卷考试#

因此#教师就采取了应对策略(政治课以画题为主#不进行系统讲解!指

定学生买来练习册#练习册包括两部分#前部分是题目#后部分是答案!

学生 *做练习册+的过程就是 *剪刀
!

糨糊 $胶水%+的过程#首先把答案

剪下来#粘贴到前边相应的题目下面#有的时候需要剪"粘很长时间#甚

至到夜里零点以后#不得不让家长代劳!中考时#孩子比照着粘贴好标准

答案的练习册#拼命地找啊"抄啊#最终都学到了神圣的中考卷子

上!..请问#这样粘贴了的政治 *标准答案+的考试又有何用呢/

&&&笔者根据调查编录

#"

教育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

教育最直接的目标是影响和促进人的身心发展"这里有两层意思+一

是教育对人发展的影响是全面的'整体的!既包括身体的发展!又包括心

理的发展"正确的教育必须同时兼顾身体和心理两个方面在内!必须保证

身心的完整性!没有剩余和残缺"当今学校在应试教育倾向下的那种只顾

升学考试'只重知识的死记硬背!是不完整的教育!或者说!根本就不是

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基于知识的获得又远远高于这个层面!它是价值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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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向'爱的方式的生成'灵魂的唤醒'自我意识和自我教育的提升的整体"

二是教育对人身心发展的影响是积极的'正向的"而且!这种影响的应然

状态或理想状态应该是不知不觉的'自然而然的!是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水滴石穿的"这是有目的'有意识的教育活动的至高境界"这里有一个关

键词即 #影响$"影响是对别人的思想或行动起作用!如同 #影之随形!响

之应声$"马克斯)范梅南曾这样解释+ #影响 /

+->?'%-(%

0是一个有趣的

概念"1

+->?'%-*+)

2这一术语原指从天上发出一种伤害人身体的流体"既然

我们都生活在上苍之下!我们就始终在受着影响"影响的流传和传播的这

种无法逃避性与难以捉摸的特点也许就是为什么
!87$

年罗马爆发的流行性

传染病被称作 1

+->?'%-@)

2/影响0的原因"$

!

资料
!5#

%

雅斯贝尔斯在关于 ,什么是教育-中说(*所谓教育#不过是人对人

的主体间灵肉的交流活动..真正的教育绝不容许死记硬背#也不奢望

每个人都成为有真知灼见"深谋远虑的思想家..全部教育的关键在于

选择完美的教育内容和尽可能使学生之 0思1不误入歧路#而是导向事

物的本源!教育活动关注的是#人的潜力如何最大限度地调动起来并加

以实现#以及人的内部灵性与可能性如何充分生成#总言之#教育是人

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集!+

&&&雅斯贝尔斯著"邹进译" '什么是教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1!

,

$

%

7

金生蚆在 ,理解与教育-一书中说(*教育把人类 0大我1的共同经

验与个体的有限的人生经验联结起来#把个体已有的经验与求知的世界

联结起来#从而形成个体的经验#形成个体的人生!+ *接受教育#从不

成熟走向成熟#从生命的自然状态走向生命的精神状态#从没有经验到

经验的丰富#从人生活视野的狭隘到视野的扩大..在人生的发展阶段#

个体生活就表现为接受教育和进行学习#接受教育和进行学习就是为了

获得人生的经验#获得生活的更新和发展#获得人性的丰满和个性的完

善#形成人生的发展与成长!+

&&&金生蚆"'理解与教育,走向哲学解释学的教育

哲学导论)"教育科学出版社"

!118

,

84

%

8!

1

!

&加'马克斯2范梅南
/

教学机智333教育智慧的意蕴 &

0

'

/

宋广文等译
/

北

京(教育科学出版社#

#44$

(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