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绪    论

    如何走向2l世纪，早已成为世界各国各地区普遍关注的热

点问题。因为 2l 世纪将是一个科技迅猛发展、社会更加进步、

竞争更为激烈、充满希望和挑战的世纪。拥有 了2l 世纪，也就

拥有 了一个新的千年—— 人类文明第六个千年的文明。为此，在

这历史机遇和挑战的关键时刻，我们需要了解自身，需要了解我

们走过的路以及今后面临的困难和任务。

    宁夏地处内陆，是一个以回回民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地区。

全 区土地面积为 5．18 万平方公里，居住有回、汉、满 、蒙等民

族，是我国最早的人类活动地之一，也是文化和经济开发较早的

地区之一。哺育了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黄河从中穿过，染绿了塞

上江南的千里沃野，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美誉。这颗

镶嵌在祖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明珠，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民族

区域政策的光辉照耀下，经过全区500 多万回汉各族人民的艰苦

奋斗，宁夏社会经济、文化、科技、教育等各项事业都取得了令

人瞩目的巨大成就。国民生产总值成几十倍增长，人民生活水平

空前提高，文化、科技和教育事业蓬勃发展，为顺利走向2l 世

纪奠定 了一定的基础。

    由于地理环境和历史等原因，宁夏至今处在我国社会主义初

级阶段的较低层次。农业人 口比重大，城镇化、工业化水平低，

效益差，商品经济基础薄弱，人均收入低，扶贫攻坚任务繁重，

文盲率高，社会人文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水平低，发展速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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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内地和东部地区的差距’不断拉大等一直成为宁夏社会经济发展

的突出问题，也是宁夏 21 世纪必需思考和解决 的紧迫问题。据

此，需要我们真正了解宁夏的历史与现状，找出问题的症结和解

决问题的方法，采取坚决有力的对策，克服困难，奋力追赶，自

立于新的世纪，自强于新的世纪。这正是回汉民族文化传统与道

德教育的比较研究的意向所在，也是 21 世纪宁夏回族教育与社

会经济文化和科技发展的对策研究的立意所在。所幸的是这两项

课题得到国家教委“八五”、“九五”立项并资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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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篇





第一章  教育与发展——人类永恒的话题

    教育是人类所特有的一种社会现象，是培养人的一种社会活

动。人类 自身的成长和发展离不开教育，人类社会的延续和发展

离不开教育。只要有人类 ，就有教育的存在；只要有人类社会，

就有教育现象的存在。教育与人类和人类社会共始终，具有永

恒性。

    发展，从哲学意义上讲，是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属性，是连

续不断地由低级 向高级的变化运动过程。发展是一个复杂的过

程，在这一过程中既发生量的变化，也发生质的变化。任何具体

事物的发展都是有限的，而整个物质世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则是

无限的。

    教育是人类自身和社会发展的基础，是未来社会的核心和提

高社会成员素质及社会生活质量的基本手段，也是人类实现和

平 、自由和正义之理想的不可或缺的工具。人类之所 以需要教

育，并非教育能够直接为人类生存和发展提供什么物质资料，而

在于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以交往传授的方式将世代积累的知

识 、经验传递给下一代 ，使下一代完成社会化的过程，成为合格

的社会成员，从一开始就接近和达到上一代的水平，顺利从事社

会生产劳动进行社会生活，实现世代交替，不断发展，从而使人

类得以一代代延续、发展，创造出光辉灿烂的人类文明。据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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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发展就成为人类永恒的话题。社会越发展，教育的重要性

越突出，现代教育已成为现代社会发展的强有力手段，渗透到社

会和人的发展的方方面面中，是现代国家立人立民立国之本。这

样，作为民族落后地区，研究教育与发展问题，就有着更为深刻

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一、教育与人类社会

    自有人类社会 ，就有了教育现象。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 ，

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都离不开教育这一有力的手段。人类有

别、超越于其他动物，成为万物主宰，全在于通过教育将个体的

技能、技巧转化为群体的经验和智慧，又将群体的经验和智慧传

递给下一代，以实现人类生存和社会发展的连续性 ，由此人类社

会得以进步和发展。所以教育一开始就是人类有 目的、有意识地

培养人的活动，与人的成长和社会的发展息息相关，密切相联，

教育的进程也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文明史。

1．教育与人的成长发展

    作为自然实体，人和其他哺乳动物一样，要遵循生物学上的

一般规律，即有一个从受孕出生到发展成熟以至逐渐衰老、最终

死亡的生命历程。但同样是生命历程，人和一般动物又有着明显

的区别，这就是动物一般是在母体内这一生物学环境中度过它最

为关键、重要的发展时期 ，而人则是在母体外的社会学环境下度

过他最为关键、重要的发展时期。动物从它们脱胎降生时起，自

身的许多器官和机能都已趋向成熟，来自本能的许多行为方式已

经固定化，后天的发展和改变极为有限。人则具有巨大的可塑

性，人类自身的许多器官和机能都是在后天环境，特别是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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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下才得以发展和成熟。因为作为“万物之灵”的人，不仅

是自然实体，还是社会实体。在社会生活中，人还具有社会的属

性。人必须在接受一定 的教育之后 ，才能成为社会 的一员。这

样 ，人就需要经历两次出生，才能成为大写的人。一次是生物学

上的出生，即从母体怀胎到降生，这是人与其他哺乳动物所共有

的；另一次是社会学上的出生，即人要成长为一定社会的人 ，必

须完成社会化的过程，这就是要接受一定的教育，特别是早期教

育和启蒙教育 ，这是人类所特有的。

    大量事实和生理学、社会学、教育学等科学研究表明，即便

是健康的新生婴儿，如若没有社会化出生的过程和条件，最终也

不能成长为人。最富说服力的事例是 1920 年印度北部发现的

“狼孩”卡玛拉。卡玛拉和其他婴儿一样具有 同样 的生理属性和

遗传特征，只是 自幼被狼叼走，脱离了人类社会环境和社会生

活，在狼的生活条件下生长，这样就长成了一名“狼孩”。到 8

岁时被发现回到人间，卡玛拉只有相当于半岁婴儿的认知水平。

尽管辛格夫妇对 “狼孩”卡玛拉进行 了长达 10 年的精心地强化

教养 ，到卡玛拉 17 岁死时，也才只有 3 岁婴儿的认知水平 ，也

只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人的习性。据文献资料记载，到80 年代

初，世界上已有几十起“狼孩”、“熊孩”、“猴孩”的事例被发

现。人类婴儿被动物养大，就具备了动物的习性，说明人的身心

发展显然 有 另Ⅱ于 动物 的 自然属性。我 国也 有类 似 的事例 ．如

1984 年 11月辽宁鞍山台安县发现一个“猪孩”，自幼食猪奶，动

作近似猪，甩头吃食，用手扒土，与猪同睡，经过三年时间的特

殊教育，“猪孩”王显凤已由似猪的动作行为转变为正常人的言

谈举止 ，成为鞍 山市的一名小学生，戴上了红领 巾。∞“猪孩”

事件再次表明，人有了生物学上的出生，更须有社会性的出生。

    从自然属性上讲，人和其他动物相比，生来具有高度发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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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细的神经系统、语言器官和双手这些强项，而弱项在于感知觉

器官不如一般动物器官机能的高度特化，如人的眼睛不如猫眼那

样善于在黑暗中“观察”，人的鼻子没有狗的鼻子那样嗅觉灵敏。

这一强一弱，使人通过比其他动物长得多的生长发育期，而具有

其他动物所不可能有的高度的可塑性和巨大的潜在性 ，表现出人

的身心发展方向不是以遗传方式预先固定下来，而有着后天发展

的独特的生理基础和可能性。这样就使新生儿的发展必然与学

习、教育和各自独特的社会成长经历，即与上代人那里获得非遗

传性的文化继承联系在一起。由此，我们必须树立这样的教育信

念：人是一个可教的高级动物，人也必须受教育 ，只有教育才能

使新生的个体成长为人。

    人的社会学出生是以生物学的出生为基础的，即遗传素质是

人身心发展的物质前提，人的后天发展总是以先天遗传获得的生

理组织和一定的生命力为基础。人生来所具有的高级神经系统 、

语言器官和双手等独特的器官和内部系统 ，为人学习掌握语言 ，

进行思维，形成意识，从事改造周围生存环境的创造性劳动，完

成社会化出生提供了机体生理条件的保证。瑞士动物学家 A·波

特曼指出：“人在生后一岁，才能达到真的哺乳动物降生时就有

的发育状态。这样看来，要使人的发展与其他哺乳类动物并驾齐

驱，人类的妊娠期理应 比现实延长大约一年，即约 21 个月。”o

说明人属于“生理性的早产”，而这正是为了顺利完成社会学的

出生。人从母体生物学环境来到社会这一独特的自然人文环境

中，有了语言学习 、相互交往和生存技能学习的环境 ，有了双亲

或他人的照料和教育的环境及条件，个体身心发展的潜在可能性

才能转化为现实，才能完成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化，由此

超越动物界，成为万物之灵。

    教育的功能就在于依据人的身心发展规律和一定社会的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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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把遗传素质提供的发展可能性通过教育这一有 目的、有计

划、有组织的培养人的活动，使新生的个体顺利完成社会学的出

生，健康地成长为社会的合格成员。教育，非风雨雷电之自然现

象 ，而是人类从一开始就有意识 、自觉地创造出来的一种社会现

象。从古到今 ，人类需要教育 ，人类离不开教育 ，就在于它与人

自身的成长发展息息相关，与社会的文明进步密不可分。教育，

并非能直接提供给人以食物或其他营养品，但它能有力地对人生

长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因素加以调控，将人类群体的经验、智

慧迅速转化为每一个体的经验 、智慧，完成个体由自然人向社会

人的转化，使潜在的超越动物界的可能成为事实；再将每一个体

的技能、技巧转化为群体的经验、智慧，世代交替，推动人类社

会不断向前发展。因此，教育是人成长发展所必须，是人完成社

会学出生的有力手段 ，它与人类社会共始终，具有永恒性。只要

有人类，就必有教育；只要有人类社会的存在，就必有教育现象

的存在。

  2．教育与社会的发展进步

  作为一种人类社会现象的教育活动，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步

有着密切的联系。自有人类社会就有教育的存在，教育是人类社

会得以延续和发展的必备条件和基础，并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变

化而发展变化 。

    作为生命体，人和其他动物一样，首先面临着生存问题。动

物一般是依赖遗传的本能适应环境，维持生存。而人类则是结成

社会群体，依靠群体的力量和智慧，特别是群体经验的传递和积

累，使得人类能摆脱自然规律的束缚，能动地适应环境，为改造

环境而生存。这样教育就成为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然条件。因为

“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杆寒暑，筋骨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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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从利避害，勇敢不足以却猛禁悍。而以群聚耶!”o 由此可知，

从一开始人类即意识到了群体的作用和力量，为了自身的生存必

须结成社会群体，过群居生活。在群体生活和生产活动中，任何

个人的创造或发现，只要有利于群体的生存，都会通过语言或行

为的模仿等方式传播下来，变成群体的经验和智慧。而且，为了

群体的生存和利益，人类必须要把下一代培养成为合格的成员，

即要把群体的经验和智慧通过传递、传授等教育方式，使下一代

迅速掌握，由此不仅产生了教育的需求，也创造了教育活动的条

件，形成了教育与社会发展的密切联系。教育从起始就是实现人

类生存和社会发展延续的桥梁和中介。没有教育，人类无法生

存 ，社会无法进步。首先从个体的角度看 ，个体从父辈身上除了

获得遗传素质这一身心发展的物质前提外，还必须完成社会化的

出生，即接受教育。没有教育，软弱的新生儿就不可能投人到他

出生以前就存在的社会生活中去。从社会角度看，没有群体经验

的传递和积累，每一代人都得从零开始，人类将永远生活在原始

状态中，社会不可能有任何发展。这就是人类和人类社会离不开

教育的根本原因，也是教育与人类社会共始终的内在根源。

    作为专门培养人的社会实践活动，教育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

重要作用表现在传递社会生产经验和传递社会生活经验这两方

面。因为人类为了生存 ，就必须结成群体 ，共同进行生产劳动和

社会生活，这就需要一定的社会生产经验和生活经验 ，以解决衣

食住行，维持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延续，教育由此产生并一直发

挥着这两种社会职能。教育传递社会生产经验和社会生活经验这

两大职能的发挥是通过培养一定的人来实现的。无论是生产经验

的传授还是生活经验的传授，其 目的都是为了培养塑造人，使年

轻一代掌握一定的生产经验和技能，掌握一定的社会准则和行为

规范，成为现实的劳动力和合格的社会成员。随着社会的发展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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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步，教育这一实现人类社会和人类 自身再生产的重要社会工具

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并在人类生产和社会生活中发挥着 日益

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特殊的有机体——社会有机

体。作为社会现象之一的教育，并非孤立地存在于社会中，而是

作为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发

生必然的、规律性的联系，从而有力地推动着社会的进步。历史

表明，教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与社会发展水平成正比例的关系。

社会越发展，教育的作用就越大；越是现代化的社会，就越需要

教育。从历史上看，古代社会，政治对教育的性质起着决定性的

直接影响；从近代社会开始，生产对教育的作用逐渐显露；到现

代社会，政治的影响相对隐蔽化或间接化，而社会生产的影响则

直接明朗化，即社会政治的民主化程度越高，教育的阶级性越隐

蔽；社会物质生产发展水平越强，教育的生产性越鲜明；社会科

学文化发展越高，教育的科学性越强。正因为如此，在向现代社

会的转变过程中，教育的地位完成了由依附于宗教、政治到相对

独立，由阶级和等级地位的象征到社会发展的基础这两大转变，

确定了它在现代社会中的战略地位。这样不仅教育的发展要受到

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的影响，而且社会任何方面的发展

都离不开教育的支持，教育已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与此

同时，教育对社会的积极作用也从以往更多地为继承、传递、保

存服务转向现今更多地为变革现实、创造未来提供服务，奠定

基础。

    世界进程史表明，教育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关键和基础。不论

从西方发达国家百年发展的历史，还是从本世纪六七十年代 日本

和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的事实，都可以看到教育对经济发展

所起的巨大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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