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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是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
它的直接使用对象是全国高等师范院校教育科学学院或普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学类专业的本科生，包
括教育学专业、课程与教学论专业、教育与经济管理专业、学前教育专业、小学教育专业等。
该书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指导思想明确，内容结构清晰，学科定位明确，内容的相对稳定性与学术性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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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海民 吉林永吉人，东北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教育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跨世纪优秀人才，教育部全国教育干部培训专家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教学评估专
家组成员，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评审组成员，中国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荣获吉林省优秀教师、吉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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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教育实践的历史发展　　教育自产生之日起，首先是作为一种实践活动而存在。
从某种意义上讲，教育史首先是一部教育实践的发展史。
列宁认为：“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
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
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④因此，要科学、透彻地阐明有关教育的一系列问题，就有必要对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情况进行历史
的考察，从而对教育产生的源流脉络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和把握。
　　第一节　教育的产生　　关于教育起源的探讨是教育学和教育史的重要课题之一。
科学地解释教育的起源，对于判定教育的本质，厘清教育与其他社会现象的区别以及在人类社会发展
中的作用具有重要意义。
历史上，关于教育起源历来存在不同的看法，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生物起源论　　生物起源论认为，人类教育起源于动物界中各类动物的生存本能活动。
生物起源论的代表人物有法国的勒图尔诺、美国的桑代克、英国的沛西·能等，他们都认为教育是一
种生物现象，把教育活动归结为按生物学规律进行的本能的传授活动。
　　法国社会学家勒图尔诺在《动物界的教育》一书中认为，教育是一种生物现象，教育起源于一般
的生物活动。
他认为：“动物尤其是略为高等的动物，完全同人一样，生来就有一种由遗传而得到的潜在的教育，
其效果见诸千个体的发展过程。
”①他根据对各种动物生活的观察，认为在动物世界里存在着诸如母隼教幼隼、母鸭带雏鸭等各种禽
类的示范与学习，兽类中的母熊教幼熊、雌象教幼象以及老兔教小兔等现象。
他甚至认为：在脊椎动物中，人们已经可以确认存在着有意识的教育。
②勒图尔诺通过这些观察坚定地得出结论：“从观察得到的、互相有联系的许多事实已无可争辩地向
我证实：兽类教育和人类教育在根本上有同样的基础；由人强加的人为的教育，可以动摇甚至改变动
物的被称为本能的倾向，并反复教它们具有一些新的倾向；为取得这一结果，通常只要让年幼动物反
复地练习并恰当地利用奖励也就够了。
由此不难看出，人类教育的进行与动物的差别不大，在低等人种中进行的教育，与许多动物对其孩子
进行的教育甚至相差无几。
”③　　勒图尔诺从生物学的观点出发，把动物界生存竞争和天性本能看成是教育的基础。
按照他的看法，动物是基于生存与繁衍的天性本能而产生了把“经验”、“技巧”等传给小动物的行
为，这种行为便是教育的最初形式与发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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