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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B0_8F_c38_647416.htm 第五章教育目的 第一节教育目

的及其确定 识记： 1、教育目的：是教育主体对于其所希望

达成的结果的设定，具体说来是教育活动所要培养人才的总

的质量标准和规格要求。 2、教育目的的作用：教育目的是

整个教育工作的核心，也是教育活动的依据、评判标准、出

发点和归宿。 3、教育：（广义）所有能够传递人类生产、

生活经验和精神文化的活动；狭义的教育一般指学校教育。

广义的教育和狭义的教育的相同点在于它们都有目的性，不

同点在于学校教育的目的性强，表现在：（1）学校是专门的

育人机构，是人类文化发展和教育经验积累到一定程度的产

物；（2）学校教育工作者比一般的教育工作者具有更高、更

专门的教育素养；（3）在设定的程序上，国家或学校在学校

教育目的上会有较为全面的考虑。 4、教育目标：是培养人

的具体要求，是一定社会对某一级、类或某一专业所培养人

的具体要求，是教育目的在各级各类教育机构中的具体化。

5、教育方针：是教育目的的政策性表达。具有强制性的特点

。它由教育的性质、教育的方式、教育目的三个内容构成。

6、教育目的的功能：（1）导向功能；（2）调控功能；（3

）评价功能； 7、确定教育目的的依据：教育目的具有强烈

的主观性，这种主观性又以客观性为前提。恰当的教育目的

的制定又必须考虑到社会发展的现实和要求，依据受教育者

身心发展的规律。所以确定教育目的的基本依据是主观和客

观两个方面。（1）主观依据：受哲学观念的影响；受人性假



设的影响；受理想人格的影响。在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

经典作家关于全面发展的人格理想是教育目的确定的重要依

据。（2）客观依据：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水平；一定的社

会经济和政治制度；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受教育者身心发

展的规律。 领会： 1、不同的教育目的论：（1）社会本位的

教育目的论：基本主张是以社会的稳定和发展为教育的最高

宗旨，教育目的应当依据社会的要求来确定。这种观点认为

，衡量教育好坏的最高标准只能是看教育能否为社会稳定和

发展服务，能否促进社会的存在和发展；离开社会的教育目

的是不可思议的，也是没有意义的。社会本位的教育目的论

充分注意到了社会对个人、对教育的制约作用。其弊端是没

有看到社会是由个体构成的，没有对个体的需要做足够的关

照。（2）个人本位的教育目的观：认为个人价值远高于社会

价值，因此应当根据个人的本性和个体发展的需要来确定教

育目的。代表人物有卢梭、福禄培尔、裴斯泰洛齐等。个人

本位的教育目的论具有强烈的人道主义特色。强调人的本性

需要，强调个人的自由发展，倡导个性解放、尊重人的价值

，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不将个人的自由发展同一定

社会条件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结合起来，所谓合乎人性的自由

发展就会变成空中楼阁。（3）教育无目的论：代表人物是杜

威。他将教育目的与教育活动本身联系起来，反映了教育活

动主体的自觉，同时他也注意到了真正的教育目的必须是内

在于教育，或通过教育过程去实现的目的。 第二节马克思主

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 1、识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历史

条件：（1）社会生产力及其决定的分工状况是人的全面发展

的重要前提；（2）社会关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



（3）教育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途径。 领会： 1、“人

的全面发展的具体内容”：（1）指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

全面发展”是指在劳动过程中实现体力和智力的充分运用和

发展，实现体力和智力在充分发展基础上的完整结合。（2）

指克服人发展的一切片面性，实现人的个性的真正全面和自

由的发展。个性自由和全面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

发展学说的灵魂。第三节我国的教育目的 识记： 1、1986年

，六届人大四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规定：“义务教育必须贯彻国家的教育方针，努力提高教育

质量，使儿童、少年在品德、智力、体质等方面全面发展，

为提高全民族素质，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

的社会主义建设人才奠定基础。” 2、1995年，八届人大三次

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规定：“培养德智体

等方面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3

、1999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

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

教育方针，以提高民族素质为根本宗旨，以培养学生的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为重点，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有纪律的、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 4、我国教育目的的基本特征：（1）我国教育目的

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为指导思想；（2）我国教

育目的有鲜明的政治方向；（3）坚持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

统一； 领会与应用： 1、在新形势下怎样落实我国的教育目

的： （1）落实我国教育目的要特别注意的几个方面：A创造

精神；B实践能力；C开放思维；D崇高理想； （2）落实我

国教育目的必须正确处理的几个关系： A教育目的与教育目



标的关系，学校教育必须做到“两个全面”，即“面向全体

”和“全面发展”。 B、德智体美之间的关系：一是各育均

有相对的独立性，二是现实或真正的教育是一体的。 C、全

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的关系：全面发展不等于平均或平面的发

展。因才施教是根据每一个学生的特殊性对其进行的教育，

在充分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的同时求得他的全面发展。 D、

全面发展与职业定向的关系：在小学阶段，在促进学生全面

发展的同时应当鼓励学生对社会上不同职业的特点和要求有

一些直观的、感性的认识，激励小学生努力学习，为祖国的

明天做好充分的准备。相关知识：2011年小学教育学各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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