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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414.htm 教育目标是教育活动

的出发点和归宿。任何教育活动都是围绕着某种教育目标展

开的，任何教育措施都是为着实现某种教育目标服务的。教

育目标支配、调节、控制着整个教育过程。具体说，有以下

几方面作用。（一）导向作用教育培养什么样的人，集中反

映了学校教育的性质，教育目标对育人标准的规定及其超前

性使它具有指引方向作用。教育目标的这种导向作用决定了

教育效果的性质。教育的目标、效果与教育工作效率之间存

在着下列关系式：目标导向×教育效率→教育效果该式表明

：目标导向正确（正），取得正向教育效果；目标导向错误

（负），取得负向教育效果。在前者情况下，教育效率越高

，则教育效果越好；在后者情况下，教育效率越高，则越是

帮倒忙。因此，每个教育者，坚持按正确的教育目标要求去

影响学生是首先应当重视的。（二）选择作用人类思想文化

成果极其丰富，不能把所有的科学理论、知识、社会观念、

思想都用作教育内容，只能依据实现培养目标的要求对已有

的思想文化作出取舍，这就是教育目标具有的选择作用。各

级各类学校对受教育者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思想品德的发展有

不同层次的要求。吸收那些与培养目标一致的，符合一定教

育程度的内容，经过加工、改造纳入教育体系，即作出肯定

性选择。排斥那些与培养目标不一致，不符合一定教育程度

的内容，即作出否定性选择。各级各类学校都是依据培养目

标要求选择开设的课程，制定教育、教学计划，规定教育内



容的深度与广度的。教育目标、教育内容的特点，又制约着

教师对教学和教育活动方法、形式的选择。（三）激励作用

教育目标的理想性，预先决定了它具有激励教育行为的作用

。适宜的教育目标能激发教育活动的动机，调动人的积极性

。它不仅激励教育者通过一定的方式，把教育目标转化为学

生的学习目标，也激励受教育者自觉地、积极地参与教育活

动。其激励作用的大小与目标的价值和目标实现的可能性有

下列关系：目标的激励作用＝目标的价值×实现目标的概率

实现目标的概率即达标的可能性。人们越是认识教育目标的

价值，目标实现的可能性越大，则目标越能激发教育者、受

教育者参与教育活动的信心与决心。（四）协调作用学生的

成长是学校、家庭、社会各方面教育力量共同教育的结果。

但各方面的教育要求必须统一协调，否则，势必分散力量，

甚至相互抵消其影响作用。家庭与社会教育影响的方向与学

校教育目标要求越一致，就越能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同理

，教育目标转化为受教育者的努力目标，也就成为教育者与

受教育者双边协调活动统一的基础。只有在教育目标指导下

，才能使所有各方面的教育力量，包括受教育者自身，心往

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从而统一教育影响，形成一股合力，

从而提高教育效率，取得教育的良好效果。（五）标准作用

教育目标是对学生德、智、体等方面培养规格要求的规定，

因而对学生的发展确定了明确的标准，对学生的思想行为能

起标准作用、规范作用。同时，教育目标又为教育评价提供

了依据，为教育评价提供了可资遵循的标准，教育目标的实

施要逐级具体化，而已经具体化为可观察、可测量的教育要

求，可以直接用作教育评价指标。评价目标（指标）与教育



目标一致，否则评价所把握的情况与教育活动所取得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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