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第 期

〔总第 期〕
现代教育科学

 !∀  !  ! ∀ #

 

目

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探析
杨李娜

摘 要 本文首先阐释了教育的 两大基本功能及二者之间的辫证统一关 系
,

其次简单介绍 了教育功能论争

的思想背景
,

最后 分析了教育功能基本的理论基拙
,

即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和教育的基本规律
。

【关键词〕教育功能 理论基袖

【作者简介』杨李娜
,

厦 门大学高教所博士生 福建厦 门

一
、

教育的基本功能

功能是事物的客观属性
,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

移的
,

某一事物的功能是 由该事物的结构所决定

的
,

是其他事物的功能所不能取代的
。

教育功能是

多方面的
,

从教育是培养人的基本社会活动的定义

出发
,

包含如下涵义  教育是培养人 的活动
,

人是教育的对象
,

教育促进人的发展  教育是

社会活动
,

教育活动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进行
,

社

会为教育活动提供必要的条件 教育培养人的

过程是将社会的知识
、

生活方式
、

行为规范
、

意识

形态不断地内化于教育对象
,

使个体社会化

教育通过培养人 劳动力
、

公民
、

专门人才 来为

社会服务
,

促进社会的发展
。

教育的功能主要是通

过培养人来对社会起作用 的
。

概言之
,

就是满足社

会发展需要的功能和满足个人发展需要的功能
。

教育的基本功能可分为两类
,

一是培养人的功

能
,

即主体功能 二是对社会起作用的功能
,

即社

会功能
。

从教育史上来看
,

就是古今中外长期争论

的教育的社会本位和教育的个体本位问题
。

尽管表

述方式不同
,

但归根结底都是关于教育与人和社会

的关系及教育与人和教育与社会的关系的认识
。

黄济先生在 《关于教育功能的几个问题》一文

中就教育的两大基本功能的关系作 了以下 的论述

 教育的社会功能与教育的人的发展功能
,

既有

联系又有区别
。

人的发展不能离开社会
,

社会制约

人的发展 社会的发展又离不开人
,

人 的发展促进

社会的发展
。

教育的两大功能存在着协调的对

立统一关 系
。

从其统一性来看
,

一般可 以这样说
,

社会越是向前发展
,

人的发展也越全面
。

从其矛盾

性来看
,

一般也可以说
,

在剥削社会制度下
,

由于

社会划分为阶级
,

一部分人的发展是以牺牲大部分

人的发展为条件的
,

人的发展与社会的要求很难做

到协调一致
,

劳动人民的发展尤其如此
。

但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
,

社会发展体现着历史的进步
,

其中

一部分可能得到比较完善的发展
。

社会主义社会
,

社会为人的全面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

人的发展与

社会的要求达到了相对的协调
,

但由于生产力水平

低及一定程度上旧的社会分工
,

对人的全面发展仍

有不利的情况存在
。

教育的两大功能
,

总是在不断

克服不协调的过程中不断前进的
,

这就是历史发展

的辩证法
。

 教育 的社会功能和人的发展功能
,

在一定 的历史条件下
,

可 以有不 同的侧重点
。

当

然
,

教育的不同功能
,

常常是互相联系和互为作用

的
,

在强调教育的某一方面的功能时
,

不要忽视教

育的其他方面的功能
,

避免重蹈过去犯过的片面性

的错误
,

这对我们认识和理解教育的功能是有很大

帮助的
。

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和促进人的发展是教育的

两种基本功能
,

这两种功能本质上是统一 的
。

因

为
,

社会是由人组成的群体
,

人是社会 的主体
。

人

的发展既决定于社会的发展
,

又决定着社会 的发

展
,

社会是通过发展了的人的活动去推动社会的进

步
,

社会的进步又提出了对人的发展 的更高要求
,

促进了人类向更高水平发展
。

人的发展需要教育去

培养
,

社会的发展也必须通过教育所培养的人去实

现
。

因而社会发展和人 的发展 的要求应 当是统一

的
,

教育应当把满足社会生产
、

生活的需要和满足

人 自身多种多样发展的要求统一起来
。



二
、

教育功能论争的思想背景 三
、

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

教育功能争论的思想源流可追溯到早期的人本

主义教育观
,

其强调绝对的个人本位教育论
,

与之

相对立的是国家主义的社会本位教育论
。

个人本位

教育论主张根据个人发展的需要来确定教育目的和

教育实施
,

社会本位教育论主张根据国家 的利益
、

社会的需要来确定教育 目的和教育实施
。

人本主义是指抽象地研究人
,

并 以此为中心去

解释其它问题
,

把人生物学化的哲学学说
。

在马克

思有关人的学说诞生前
,

无论是唯物主义者还是唯

心主义者的人本主义思想都是以抽象的人性论为理

论基础的
,

具有资产阶级的局限性
。

用历史的观点

来分析
,

他们的人本主义观点用人性反对神性
,

用

理性反对愚昧
、

偏见
,

促使人们从宗教神学的栓桔

中解放出来
,

沉重地打击了僧侣主义和封建专制的

统治
。

人本主义教育观的主要内容包括  片面强

调教育的内在价值
,

轻视教育的外在价值
。

许多人

本主义教育思想家从
“

个体本位论
”

出发
,

把个人

发展需要和社会发展需要相对立
,

片面强调教育在

个体发展中的作用
。

主要体现在强调教育促进儿童

的个性化
,

强调教育促进儿童完整人格的养成
,

强

调教育促进人的自我完善
。

 在教育的社会功能

外在价值 方面
,

人本 主义犬多重视教育 的社会

政治功能
,

轻视教育的经济功能
。

 在教育的文

化功能方面
,

现代人本主义教育家重视教育在弘扬

传统文化和展示人的非理性因素方面的作用
,

轻视

教育在促进科学和技术发展方面的功能
。

人本主义

教育流派
,

在研究人的问题上
,

坚持从人的内部去

寻找人的发展动力和源泉
,

而不是从人与社会环境

的交互作用中去探索人的发展的根本原因
,

他们最

终没能跳出唯心主义的抽象人性论的泥坑
。

人本主义教育功能观中也有值得我们借鉴的因

素
。

首先
,

人本主义教育家都十分重视对人的问题

的研究
,

不仅重视人的理性的一面
,

而且重视人的

非理性的一 面
,

并注意发挥 非理性 因素的教育作

用
,

这加深了人们对人的问题的认识
。

其次
,

人本

主义强调学生的主观努力
,

重视调动学生在学习中

的主动积极性
,

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的观点
,

是和

当代世界教育发展相吻合的
。

第三
,

人本主义教育

家对传统文化和人 的非理性因素的研究
,

重视人文

科学教育
、

情感教育
、

道德 教育
、

意志教育的功

能
,

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人的全面发展教育的认识
。

一 马克思主义关 于人的全面发展 的 学说是

我们 正确认识教育功能的理论基础

马克思正是在批判黑格尔和费尔巴哈的人性论

的基础上
,

提 出了有关人的学说的科学论断
。

马克

思在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等著作 中指出
“

人

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

在其现实性

上
,

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 ”

从马克思主义的

观点看
,

人首先是社会的人
,

人 的发展与社会的发

展是相互的关系
。

社会 的发展为人 的发展 创造条

件
,

人的发展推动社会的发展
,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

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我们解决教育中个体与社

会发展的关系指明了方向
。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

面发展学说告诉我们
,

人的全面发展是与一定的生

产力和生产关系相联系的
,

只有在社会生产力高度

发达
、

生产关系适应 自身发展的条件下
,

人才能获

得全面而自由的发展
。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学说
,

是研究人的发展以

及对人进 行教 育的学说
。

关于人 的全 面发展 的学

说
,

全面揭示了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 的相互关系
,

进而深刻指出了教育和人 的全面发展 的相互关 系
。

其基本原则是不能孤立地谈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的

相互关系
,

必须把它放在具体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来

讨论
。

教育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

的唯一方法
。

人的全面发展的含义包括 首先是人

的体力和智力得到充分 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

这是人

的全面发展的核心
。

人的全面发展不仅要使体力和

智力在各 自领域 中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
,

而且必须

使两者统一
、

和谐
、

平衡地发展
。

其次是人的道德

品质和美的情操的高度发展
。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

全面发展学说
,

始 终是把人作 为
“

社会关系的总

和
”

来分析的
。

人的存在和发展与整个社会的运动

和发展是密切相关的
,

这种关系就包括着道德和美

感的制约与规范
。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

说表明
,

社会生产力 的发展是人 的全面发展的物质

前提
,

社会关系制约着人的全面发展实现 的可能

性
。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学说为我们正

确理解和认识教育
、

社会
、

人之间的关系
,

处理教

育两大功能的关系提供了理论基础
,

为我们辩证地

看待教育与社会
、

教育与人的发展的关系提供了理

论根据
。

二 掌握并遵循教 育的基本规 律是我们 正确



认识教 育功能的又一理论基础

教育两大基本功能的另一理论基础是教育的基

本规律
,

即教育的外部关系规律和教育的内部关系

规律
。

教育的基本规律体现在教育与社会发展和人

的发展的关系上
。

也就是说
,

我们探讨教育的基本

功能
,

必须掌握和遵循教育的基本规律
。

在教育的

诸多规律中
,

有两条是最基本的
,

一条是教育要受

社会 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 等制约
,

并对社 会的经

济
、

政治
、

文化等的发展起作用
,

这称为教育的外

部关系规律 另一条是教育和人的发展关系的规

律
,

主要包括 教育与教育对象的身心发展以及个

性特征的关系 人的全面发展教育各个组成部分的

关系 教育者
、

教育对象
、

教育影响诸要 素的关

系
,

这称为教育的内部关系规律
。

教育内部关系规

律要受教育外部关系规律所制约
,

教育外部关系规

律要通过内部关系规律来实现
。

内部关系规律制约

着促进人的 自身发展的功能
,

外部关系规律制约着

教育的社会功能
。

两者都是教育最一般的规律
,

为

任何教育活动所必须遵循的基本规律
。

为了更好地

协调教育的两种基本功能
,

就必须掌握教育的两条

基本规律
。

一方面
,

教育是通过培养人来对社会的

发展起作用 的
。

培养人的教育活动
,

既要遵循教育

自身的内部规律
,

又要受社会的经济
、

政治
、

文化

所制约
。

另一方面
,

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
,

只能

遵循教育 自身的规律来 培养
,

不能 以经济的规律
、

政治的规律代替教育 自身的规律来培养
。

把握教育

的基本规律 为我们从高等教育的角度评析教育的主

体功能和社会功能提供了理论依据
。

认真分析教育

功能的理论基础对高等教育功能的研究具有扩展作

用
。

首先
,

扩展了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
。

众所

周知
,

高等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之上的专业

性教育
,

以培养各种专门人才为目标
。

高等教育功

能与普通教育功能没有性质的不同
,

主要是其经济

功能
、

政治功能和文化功能 而高等教育的主体功

能主要是成长功能
、

职业功能
、

升迁功能
。

在这

里
,

高等教育的职业功能和升迁功能特别明显
,

普

通教育的成长功能比高等教育明显
。

当今
,

人们接

受高等教育大多考虑的是升迁功能
。

潘憋元先生从

高等学校的社会职能人手
,

运用教育外部规律
,

对

高等教育功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

认为
“

高等学校

的社会职能
,

是高等教育与社会发展关系的一个基

本问题
,

也是办好高校首先要 明确的一个问题
,

在

当前教育改革实践中
,

有现实意义
” 。

他于 年

正式提出高等学校三职能说
,

即培养人才
、

发展科

学和直接为社会服务
,

其中的基本职能是培养高级

专门人才
。

这一理论的提出
,

在教育与社会关系的

理解上
,

初步挣脱了原教育理论的束缚
。

此后
,

又

提出了高等教育通过
“

文化的选择
、

传递
、

传播
、

保存
、

批判
、

创 造等方式 对社 会发 生作 用
” ,

这
“

永远是高等教育的基本功能
,

这种功能本身也 是

高等教育的活力所在
” 。

这从高等教育的更高层 次

上扩展了教育的社会文化功能
。

其次
,

当前高等学校正在开展的素质教育
,

尤

其是人文素质教育
,

教育功能理论为我们提高认识

提供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
。

它要求高等教育要以人

为本
,

改革创新
,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

使人得到尽

可能的
、

完善的发展
,

以适应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的需要
。

人文教育是加强教育主体功能的体现
,

强

调人文教育主要是针对我国高等教育中过于狭隘的

专业教育
、

功利主义的实用教育而言的
。

学校 向学

生传授知识是必要的
,

是主要功能之一
,

但不是唯

一的
,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提高人的素质
。

高等教

育应 当把注意力和着眼点放在提高学生的素质上
,

注重整体的人格修养
,

把以往重知识
、

重能力的教

育认识水平再提高一步
,

提高到更重视人的素质的

新水平上来
,

让学生学会学习
,

学会思考
,

学会做

人
,

使他们所学的知识得以更高程度的内化
,

身心

潜能得以更好的开发
,

人格整体水平得到进一步升

华
。

第三
,

知识经济时代赋予高等教育新的功能
。

知识经济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
,

以人的素质为中

心的经济
。

知识经济时代为高等教育赋予了新的功

能
。

一是继承和传播知识的功能
。

教育就是要将人

类已有的知识集 中起来
,

经过精选
、

综合
、

加工
、

传播
,

使受教育者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
,

尤其要将

前沿性
、

前瞻性知识传授给学生
。

二是运用知识的

功能
。

传授知识
,

必须注重理论联系实际
,

使学生

认识到知识的可用性
,

养成学以致用的习惯
,

掌握

运用知识的方法
,

激发学习知识的热情
。

三是发展

和创造知识
。

作为高等教育
,

应把发展和创造新知

识作为最重要的任务
。

总之
,

教育促进社会的发展与促进人的发展是

辨证统一的关系
,

也是教育的永恒主题
。

探讨教育

功能及其理论基础
,

对于我们发挥高等教育的作用

和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及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具有一

定的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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