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教育起源问题研究中的偏狭

1.为新的教育理论提供佐证。对教育起源问题的解释
往往是论证或建构新的教育理论合理性的重要参考和依
据。“可以说，在不同的教育本质观、规律观、功能观背后，
都有一种关于教育如何起源，以及原初教育基本特征的假
设在里面。”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教育理论研究
中，对教育的社会和经济功能的关注是促使人们研究教育
本质的主要原因，对教育起源问题的回答也就成为解释教
育社会功能和经济功能的主要佐证。“生产力说”、“社会实
践说”和“上层建筑说”，都力图从教育起源的“劳动起源
说”、“需要说”、“社会化影响说”等假设中，寻找可以证明
教育具有的诸多社会属性的证据。提出的教育理论不同，
作为其论据的教育起源观也就不同。

2.对主导概念的明确界定。因教育起源问题涉及人的
身心发展、社会文化、自然环境等诸多因素，各种因素相互
交错，主从难辨，所以研究至今仍无定论。而以往的研究范
式，更趋向于单一性和整合性，即按需要过滤、整合材料，
提取主因，并将其他因素视为从属的、派生的或伴随的关
系，忽略了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这“实际上都是对整体、
对过程、对复杂性的一种抽象和切割，都丧失着原有的部
分关系和属性”。以“劳动起源说”为例，无论是在生产力水
平低下的原始社会，还是在科技文明高度发达的现代社
会，劳动都是促进人类发展的基本活动，也是我们研究教
育起源的重要线索之一，但不能就此排除其他因素对教育
起源的影响作用。

3.狭窄的研究视野。教育活动的产生与人类的演化过
程是紧密联系的，要想解释教育如何起源的问题，就要研
究人类如何从“动物式生存到人类成熟状态”的演变过程，
而当下的大部分教育起源研究中都忽略了这一点。如此一
来，不仅会造成对教育形成时间的难以定位，割裂教育演
化的连续性，也限制了教育起源研究的思维空间。狭窄的
研究视野势必造成对教育起源这一概念理解的偏颇，难以
全面的把握教育活动的产生原因，更难以综合人类学、社
会学、生物学等其他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教育起源做出更准
确的解释。

二、教育起源再认识

1.教育演化的连续性。长久以来，国内学术界都对“生
物起源说”抱有坚定不移的批判态度，理由是：“生物起源
说”混淆了动物的本能活动与人类社会教育活动的界限，
认为教育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而区分人和动物的主要
依据则是：只有人类才会自己制造和使用工具，自觉的改

造自然环境。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工具的制造并非是一个
偶然的事件，因为制造工具的过程是一种有意识、有目的
的活动，在人类制造工具之前必然已有了初步的意识和经
验。我国也有学者指出：看不到人猿相区别是糊涂的，不承
认人猿相连续则是自负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承认，人类特
性中有其生物性的缘由，我们无法将人的存在与动物的存
在截然分开，更不能割裂人类起源与动物界的连续性，从
这一点上看，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利托尔诺对“人类社会的
教育是对动物界教育的继承、改善和发展”命题的合理性。

2. 人类教育起源的必然性。回答人类教育的起源问
题，其实就是要解释清楚：人类社会为什么会出现教育的
问题。由于人类在出生之时并无自助能力，人为地应对先
天的孱弱，适应充满威胁的生存环境，需要父母的看护，这
种看护的过程同时也伴随着无意识的教育活动。原始社会
人类的教育即以老年人向年轻人传授生产生活经验为主，
而这些生产生活经验首先就是为了确保人类群体能够生
存下去。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活水平的提高，当人类的力
量强大到单纯的自然环境已不能成为威胁其生存的主要
因素时，我们的社会和个体才会相应的有更高的需求，如
追究自我价值的实现。也就是说，人类这一物种的原始生
存需求，迫使其在进化过程中需要获得各个方面和最大限
度的发展，这也成为了渴望教育的原始动力和教育活动出
现的必然条件。

3.人类教育的复杂性。人类的进化过程是一个由诸多
因素相互交错、共同作用的结果，绝对的强调某一因素在
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合理的。教育是人类进化
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影响因素，它与其他因素共同推动着人
类的进化和发展。就人类早期的教育活动而言，它就是生
活的本身。有经验的年长者，有义务和有责任将最适合人
来生存的技能、经验传授给自己的后代，以保证自己的后
代能更好地生活。因此，教育的起源并非是在某一方面首
先发生，然后扩展到其他方面的，而是包含了生活的方方
面面，有人活动的地方就有教育的存在。人类的进化和人
类教育活动的发生是动物界教育的本质转变，是人类实现
文化传承和保存的一种能动的实践过程。但同时，我们在
人类与动物之间划出一条绝对的界限，因为人类是一个
“人性”与“动物性”的复杂整合体，要清楚的认识到两者之
间的影响。这也是人类教育复杂性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因
此，笔者认为我们切不可将教育活动单纯的归结为人类社
会特有的现象，我们应认识到人类教育活动与动物界教育
活动的连续性，更要认识到人类教育活动与动物教育活动

教育起源学说述评
明小艳

（宁夏大学 教育学院，宁夏 银川 750021）

摘要：因对教育起源的探讨关系到教育本质、教育功能、教育规律等问题的研究，一直以来都是教育理论界的一个
热门话题，且至今悬而未决。此前，已有不少学者从不同的视角对此做过大量的研究和论述，提出了诸多代表性的观点，
但近年来，随着对制度化教育的批判和教育回归生活理念的广为传播，教育起源问题的讨论在教育本体论研究中的重
要价值再次显现。因此，作为一个最为基础性的理论问题，教育起源研究显得历久弥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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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之后的复杂性。
三、教育起源新论一瞥

在诸多的教育起源观中，笔者对于“教育起源于能人
的原始母语传承”这一说法在一定程度上是持赞成态度
的。此论者从大量人类起源史料出发，认为“语言是人类的
第一个创造物”“真正把人类与灵长目区分开来完成‘生命
的最后变态’的事物是语言”。此论者在此说明，虽然动物
界中有很多动物有非常先进的动物交际系统。如有些鸟类
能发出五十多种不同的叫声相互交流，但是这些只是一些
用以表达动物需求的单词，它们并不能创造出语法和句
子。例如，黑猩猩经过人类的训练后可以掌握近千个单词，
但它依然无法组织成新的句子。但人类可以，“我们能够按
照语法组词造句，这些句子所获得的意义较之单词相加产
生的东西更为高级，这是一种词语和意义‘双重分节’的话
语”。而这些观点和发现，今天已经被考古学和其他研究所
证实。

研究教育的起源是和研究人类的起源密不可分的。在
人类史学的研究中，认为人类出现之初的世界是寂静的，

由于要遵从的规范并不多，人与人之间的交流除了一些简
单“词语”的交流之外，并无其他。但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
和发展，相互之间需要更多的沟通和交流，随之出现肢体
语言———手势语言。但是这种语言的弱点是，人们在交流
时，束缚了手的作用，于是声音的优势就得以显现了，随即
出现了真正的语言。一直以来人们虽然都知道，语言是传
承知识的重要媒介，但是却忽略了语言本身就需要传承，
正是这种对语言本身传承的需求，触发了最初的教育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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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学为什么要做科研

大学的主要任务是培养人才，但是为什么大学要做科
研？因为科研是社会与政府评价学校和教师的重要手段。
人才培养的质量不好评价，科研成果相对容易评价。通常
情况下，良好的科研意味着良好的学术声誉与人才培养能
力。社会与政府依据科研水平，给予大学资金支持。

以美国的大学为例，对于众多的优秀私立大学，美国
政府并不直接给予经费支持。但是政府与企业通过科研经
费的形式向优秀的私立大学投入大量资金，以支持科研的
名义影响与支持大学的人才培养。大学科研是美国基础科
研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的科研资金有相当大一部分投入
大学系统。美国大学的研究与开发经费占全国的14%，占
全美基础研究的54%[1]。大学具有非常重要的企业属性，而
且好的大学是非常成功的企业，比大多数企业都有钱，比
大多数企业的寿命都长。企业是通过出售产品获利，那么
大学是通过什么获利？低层次的大学通过提供教育，收取
学费获利。在我国，目前主要是三本院校以及各类培训学
校通过此种方式获利。通常的大学是通过政府拨款和社会
捐款获得经费支持。那么政府拨款与社会捐款的依据是什
么呢？不会根据毕业学生的人数，否则，普通省属院校应该
得到和985高校一样的经费。学校获得经费多少的根本依
据是人才培养的“质量”而不是“数量”。但是人才培养的质
量很难衡量。所以大学本质上是通过一个比较模糊的“声

誉”获得经费。私人的捐款，可以完全依据“捐款人”的个人
喜好。但是政府的拨款，尤其是现代的政府，钱花出去必须
要有理由，所以模糊的“声誉”需要量化。常见的量化指标
就是大学排名。但是大学排名也要“量化”才有说服力。人
才培养质量无法量化，只有可以量化的科研数据才能提高
大学的排名。因此大学科研的根本目的是“评价”学校，提
高学校的声誉，获得更多的“经费”。从企业运营的角度，大
学的收入是“经费”，产出是“声誉”。所以学校给科研团队
“经费”的时候，要求是：一定要出高水平的成果，从而提高
学校的“声誉”，进而学校可以获得更多的经费。科研是政
府“评价”学校的手段，也是学校“评价”教师的手段。评价
教师的根本标准应该是人才培养质量。但是一个学生能不
能成才，成为什么样的人才，那是几十年后的事。所以要判
断一个年轻人是否可以成为教师或者优秀的教师，需要一
个评价指标。目前，全世界最通用的标准就是：科研业绩。
那么，为什么科研业绩可以用来评价教师或者大学的人才
培养质量呢？看看大学里科研的正常步骤：①说服政府或
企业科技管理机构，获得科研经费；②招学生，指导学生做
研究；③说服审稿专家，发表论文。这三个步骤中，第一个
步骤是说服别人给钱，第三个步骤是说服别人给名。这两
个方面做得好的人，大多数具有良好的教育能力。

教师从事科研不仅会使学校具有较高的声望、为学校
吸引资金，同时吸引优秀学生的能力也得到提高。而较多

大学里科研的意义与方法
周爱国，吴玉敏

（河南理工大学 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河南 焦作 454000）

摘要：大学的本质任务是教学，但是现在对大学和大学教师科研的要求越来越高。本文从经费来源与大学排名的角
度，解释为什么大学的科研很重要。从教师个人发展的角度论述大学里面教师应该做什么科研。从大学学科建设的角度
论述大学应该重点支持什么类型的教师做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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