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孜育起源于劳动不能否窿
广

赵一 民 于述圣 沂
一
声 飞 勺

丫

一安教育起源说种种

在古代
,

人们曾对
一

教育起源做过最省力的神学解释
。

于
一

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
,

资产阶的

哲学家和教育家们
,

便根据生物进化论来论证教育起源问题
。

他们虽各自从不同的角度追溯

教育起源
,

但由于都是以庸俗进 化论为哲学基础的
,

所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教育起源问题
。

于士世纪利二年生以妻
: 一莎残教宣科学界根据思旅斯

一

劳熬创造工森杰身
尸

的理涤
一提班工

雄寡起洱于…羞斗的篡禅 工萄弥才敌鲤
_ 凡它的功绩在于论证了教育是人类特有的精神活动

,

是二种社会现象
,

并对上述两种理论进行了一定的批封
。

但是
,

存在着简单化和公式化的问

题
。

巷甲尝本界有藻服赢对截致起龚当里呱撅扛里熬有界熊灰堰正谭瓜毅嫩足森
`

袭然都攀
活和自身发辱拍霉纂凡飞操娜

`

I ;需黑逗
。

需要说有其积极意义
,

它提示我们在教育起源 的问

粤上必须具休问题具休分析
: 不能以偏概全

,

也不能公式化
、

简单化
。

但是
,

教育是否
“ 只

能来源于适应和满足人类社会生活和自身发展的需要
”

呢
:

? 该观点曾引用马克思
、

恩格斯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 中的两段话作为立论根据
。

基乡
熬
及弘暨旦挤斯阻珍…坦出的是

,

人炎袅

诊物尽别开来的资 j
\

巨到置熟
,

在工他
一

们
一

能够制造工县开始患育良二饭胜须心焦质班徽
,

冬帅箫要是在劳
_

动
}

赶亡东加
。

虽然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 以及人 自身的发展 。邻需要教育
,

但不

可把教育的起源归结为它的需要
。

因为需要是 一种意识形态
,

是社会存在的反映
,

任何需要

都是由社会产生的
,

所 以它 自身不能产生教育
。

如果离开了人类社会
,

单纯从吃
、

喝
、

伪均

需要考虑教育起源
,

将走得更远
,

因为这些需要是人与动物所共有的
。

有的观点认为
:

教育起源于者一辈古
一

猿为了维价良己恤类在套
:

入
_

将自己固有的求生妹能
传姆节衍

一

不辈声掉峥远黝
。

这一行为在劳动的作用下发牛 了质变
。

这奥赅 虽力图把教育起源

和人类起源联系起来
,

但却抹煞了教育起源 与人类起源的木质区别
, 、

胆
一

介工生势议
。

从古猿

到人的转变
,

是生物发展史渐进过程的中断
。

古猿一 旦升华为人就失去了自己的质
,

形成了

人类有别于古猿的质的规定性
。

如果否认这一点
,

就必然混淆两
一

者的根木区另}J
,

很难揭示教

育起源的实质
。

该观点本想折衷
“

生物 说
”

与
“

劳动说
”

之间的 矛盾
,

以便从弓: 找出最佳方

案
,

结呆却走上了基木肯定
“
生物

一

说
” 、

基本否定
“

劳动 说
”

的错误道路
,

从而回到了
“

生

物说
” 。

诚 然
,

人是目丝与诊介的执
一

体
。

追在这个统一体甲
,

人通过分动改造了自己的自然娜

性
,

成为
“

万物之灵少
。

人与自然的关系包括两个方面
: 一方面人是属于自然界的

,

另一方

面人是 自然界的统治者
,

而后者才是人的本质性的规定
。

}到此
,

皿容欲亨解搜: 不能溯源于

古猿
,

只能丛人裘特有的本质佑动中寻找
,

艾2三



二班攀育起辉子劳动
一

的命题应当煮定

恩格斯的 《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过程中的作用 》 一文问世己经一个多
一

世纪 了
。

思格斯

从维思̀

黑淤黔
一

异华拿
华簇粼

}

坪狱抓竺
’ “

正
砂

成中的人
”

_

与
“ }浦如 11 的劳动

” _

相适应2介以它为基础
,

同时发生的是古猿的术质的不断转化
、

语言 !肉{城芽
、

以及 }们此而带考的教育}助消芽
。

因为不是其它生物的简单的木能活动
,

使用

具的活动迫切需要知觉的融台
,

这实际」: 意味着对 自己动作的自觉意识的萌芽
,

开始对自

和工

酬内
`

…劳动
”

有 了原始的表象尽至记忆
。

这种
“

意识
”

活动为以后制造工具提供了主观方面

的前提
,

即为提供目的表象—
_

巨具的形象观念— 准备了条件
。

它已经不仅以自己的天然

器官与取食御敌发生直按的联系
,

而月
二

通过工具与取食御敌发生间接联系
。

这个时候
,

已经

有了思维的萌芽
。

通过这种 以工具为中介的萌芽中的劳动活动
,

现实世界多种多样的物质属性 日益被揭示

出来
,

成为其它生物族类所不能获得的
“

超生物经验
” 。

我们都知道
,

从猿到人的过渡经过

下 L百万年的时间
,

其间不仅包括
“

过渡间生物
”
的体质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

而且还包括在

黯监艾窦翼嘿星瓢装器监丫置凳李翼誓玩纂琴紧溉
总是由个体不断发 明开始的

,

然后才在群体中传播开来
,

因而这种
“
经验

”

相对于其它个体

来说就成为
“

间接经验
”

了
。

考古学家和人类学家对
一

腊玛古猿头骨化石的分析表明
,

其语言

中枢还很不发达
。

由此可以断定
,

当时可能还没有出现语言
,

其
“

经验
”

是 以技能和表象的

形式存在着的
。

但表象是不能传递 的
,

它只是群体或个体的活动在头脑中的反映
,

为使技能

保存
、

熟悉并传递下去
,

必须经过模仿的形式
。

所以
,

妙育的荫芽是以荫芽中的劳动和
1
街芽

中
_

的思维为基砷
·

制造工具的劳动比起使用天然工具的木能劳动形式
,

具有更大的间接性
,

因为制造工具

的艰苦过程并不能使人们从中直接得到某种实际报偿
,

它只是更间接地与取食御 敌 发 生 联

系
,

人们之所 以能够克服其中的艰辛劳苦而从事劳作
,

这证明人类已有了自觉的自的意识
。

此外
,

人们在制造工具时
,

总是从取食御敌的实际效果出发
,

对所制造的工具的实际效果有

一 定预测
,

当这种预测同实际相符合时
,

人类不仅产生 了意识思维
,

而且也获得了 一定的生

产经验
,

对某些 自然规律 的理解
。

这种随着制造工具产生的具有个别性
、

直观性
、

实效性的

思维活动
。

随着思维的出现
,

语言也产生了
,

并为思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

目的性的意识也

是人与猿的区别之一
,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
: “

人和绵羊不同的地 方 只 是 在

于
:

意识代替了他的木能
,

或说他的本能是被意识到了的不能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3 卷第 35 页 ) 人终于从具有
“

社会本能
”

的猿群中脱颖而出
,

成了最社会化 的 动 物
。

这

样
,

劳动
、

工 具
、

人
、

思维
、

语言和社会同步产生了
。

人类从此开始了自己的长征
,

谱写着

自己的历史
。

正是在这 一
“

人与猿相揖别
”
的临界点之后

,

出现了制造工具和使用工具的教育活动
,

成为人与人之间的最初交往之一
。

它既是社会的产物
,

又是组织和维系社会生活的手段
。

工

具
、

人
、

思维
、

语言和社会虽是同步产生
,

但都是以劳动为主导的
。

我们不仅可以说劳动创
造 了人

,

劳动创造了社会
,

而
一

目还可以说劳动创造了教育
。

因此
,

劳动先于教育
,

教有起源

了牙幸



于李 )匆的全题应当
二

肯定
·

因为教育与劳动直接相联系
,

所 以它的产生先于文学
、

艺术和宗教

等
。

这些东西产生后
,

也成 了教育的内谁加
-

在人类社会的初期
,

物质生产和人类 自身生产的产品
,

自然为社会所有
,

而精神生产的

产品却归属于个人
,

它会随着个人的死亡而消失
。

人们只有通过精神再生的手段
,

才能把个

人的精神产品转化为社会的
、

历史的精神财富
,

汇集为智慧的海洋
、

认识的长河
,

普遍而永

恒地保留下来
。

这种汇集的手段
,

就是教育
。

教育的本质
,

就是精神的再生产
,

它使人类精

神不死
。

这正是教育的社会和历史作用
,

也是教育的基本功能和价值
。

作为社会现象的教育
,

其原始阶段是在物质生产
、

人类自身生产
、

精神生产和社会生活

中自然而然产生的
,

所 以叫自然形态的教育
,

它尚未取得独立形态
。

当时
“

观念
、

思维
、

精

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关系的直接产物
。 ”

(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 第 3 卷第约页 ) 教育

是人类最初的
“

精神交往
” ,

这时精神再生产和精神生产
一

井羊
,

都寓于三种生产和社会生活之

中
。

自然形态教育与学校教育虽同是教育
,

却具有以下特征
;
其一

,

没有专职的教师和专门

从事学习的学生
,

以能者为师
,

不能者为徒 ; 其二
,

没有特设的教育场所和特有 的 组 织 形

式
,

社会即学校
,

社会就是大课堂
; 其三

,

没有单 独的教育过程和独立的外观
,

边干边学
,

教学做合一
; 其四

,

没有文字和固定的教科
一

书
,

教育即生 产
,

教育即生活
。

它虽是简单的
,

甚至是幼稚可笑的
,

但毕竟是教育的起点
,

并曾在人类摇 {翻付期积极地推动 了社会的发展
,

我们研究教育史应该从这里开始
。

现在
,

阐述教育起得的诊客租专置气声装界照赳
;
牛人们蠢识透川把熏度毅验

边

卫乏熊旅生

活习惯教育给下一代的必要性
,

这就急致育的起妇
· ”

这一慨括是极不全画的打甚琴是蜡误

吓 它不能帮助我们正确解决教育起源间题
。

其根本原因在 于入们对于教育的概念和职能不

甚清楚
。 _

其实
,

教育史有两个研究对象
,

探讨教育起源时是以广义的白然形态教育为对象
,

探讨教育起源时是 以广米的自然形态教 育为对象
,

学校教育产生后
,

则是以狭义 教 育 为 对

象
。

原来的广义教育成为社会教育
,

被排除在普通教育科学之外
。

有些同志 未 深 究 这一变

化
,

怎澹赘愁纂户譬翼督咒骂荻笠纂步瓷薯巍、
、

级
、

期纱
、

炸种、

耀需鉴翼薪器裂甲监籍瓤蒸
宣煮给舜教衰者以具旗暴鬓势 它在不同个体之间进行

为集体所共享
,

变成了
一

社会的精神财富
,

形成
一

了人类
智慧的海洋

,

这对卿
、自然

、

改造社会起
一

、 巨大作用
。 。火就是教 育的社会职能

。

洽
纵向

传势 即者 休
一

将自启吓 万环和别人的生亡焦铃加翅
之

_

惫翼氨
`

蕴熊靡!找薇蕊旗篇孤试找
乒

鱿

使新生一代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地掌握人类经验
,

站在前人的肩上继续攀 登
,

一代 胜 过一

代
,

形成一个无限远的接力长跑
,

汇成一条永远奔腾不粤的智慧长河
。

这又是教育的历史职

育色
。

从教育史上看
,

横向传授是教育的起点
。

正因如此
,

我国古籍中有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
。

如
: “

隧人氏教人钻隧取火
” , “

教人熟食
” · “

伏羲氏教界以猎
” , “

教民 作 八
,

卦
” ·

哪农氏教民农作
” , “

教民讲具德
”
户

“

怕土地之宜
”

可
“

养人利性
” , “

上古皆穴居
,

有圣人教民巢居
,

号大巢 氏
” ,

等等
。

这些神话传说
,

虽系古人 对先民精英人物丰功伟绩的

凳咒戛紧需翼晕鉴梦髦矗青霉氛介絮赘裸霞异毓六黑牡絮篱蠢藻稽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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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人从茹毛饮血
,

洞处穴居等动物式的步拼中解放出来
。

可以设想
,

如果没有教育
,

·

人类将

水远处于穴居野人的时代
,

甚至会惨道种族泯灭之厄运
。

_
_

这些传说是记载着社会生产力和自然形态教育发展的里程碑
,

是教育史前史 的 珍 贵 资

料
。 二

隧人
、

伏羲
、

神农
、

大巢这些象征式的代表人物
,

不仅是中国科学史上的伟大发明家
,

而且也是那个时代的伟大教育家
。

古人把它们誉为
“

圣人
”

是有一 定道理的
。

我们只有
“

慎

终追远
” ,

珍惜这段历史
,

才能正确认识教育起源问题
。

_

。 ,。

靛黑监喜势投鬓韶票鸳霖君淤黑瘾笃象霄传是雄舞茹乒祖
是

,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

成为教育也会发展为学校教育
,

如中 国古代的冬学
、

夜学以及

现代各种类型的成人学校
。
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还将其制度化

,

形成了
“

终生教育
” , “

回

归教育
”

等新形式
。

据估计现代人一 生需要经过三
、

四次
“

回归教育
” ,

才
一

能适应
“

超工业

时代
”

的需要
。

社会愈发展
,

对物质文 明和精神文 明要求愈高
,

两种教育愈需要 普 及 iiI 提

高
。

}药此
,

忽视教育的横向传递
,

对当代教育理论和实践
一

也是不利的
。

社会是一 个宠大的
、

特殊的有机体
,

它依靠三种生产的新陈代谢朝气蓬勃地 加 速 运 动

着 : 教育既是三种生尸
一

和社会存在的反映
,

又是三种生产 到再生产
,

社会改革到
一

再改革的中

介
,

没有教
一

育这 个中间环节
,

整个社会就失去了生机
·

而且
,

彗今愈发展就愈需要熟真舫普

性西握商书{典
{
缈遏童十粤冬半厂方式碑宾辱林指今补户第

一

丫次把物质生产过程李成科学在

淤樱三袱
一

谬扮兹娜非鬓戴巍宁翼戴;:
二

自机体的运动模式
,

将由以物质生产再生产为主导转化为以精 神生产再生产为主导
。

到了共

产主义社会高纵阶段
,

这一转化就彻底完成
,

三种生产都会
“

变成科学在生产中的应用
” ,

正级箕怠毅怨 )队

丝
泛

旗纷
” 犷信倍自

声 是盛澎滩 价粗
毛叼 , 确`

头
,

教育的地位和价

矛育撰耗戮臀聪称嘴锹踢岑墨贫肇
结惫蕊据森忠封

_

萝业
之
一

用

锄
必、 、

、 、 姐、 车

从 ,言群琳乡肖
亡

水刃东 只介书歼尸 价 ~ 牌 一吧一 一
一

丫~ 几 洲
,

子

~ 价份 尸 尸 介
-

冲 , 子巴~ 归 ,
, 洲 ,甲悦 , , 侧产 早 , 怡产】 , . . , ` 二 二肠 ` , 思̀ 丫, 二二未: 尺旅扁 r 二 ,只 r , , , ` 州受 , , r 冲 ”

~
二韶 臼 竺 J二 , 呀

~
, 翻 , 甘 . 刁 生陀巴 二沈

,冲 彩翻 脚 翔记 . , , 片 细二 . , ,。 二 . 侧 ,洲心器
班 “ , , 票 ,

` _

上接刀召只 ) 无不审慎地经过这样
一
叮

、

必经阶段
。

第四
,

可采用其他现代 化的技术手段
。

等等
。

采用上述方法时
,

或单项
,

或数项综合
,

均需从实际出发
,

视具体情况而定
。

分析的主体
-

一
一人的 一切活动都必须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和主观因素的制约

。

现实生活

中我们有 {寸公遇生j这朴公勃多
:

一

讨
一

{花一事物的 }愁
一

调查研丸结呆
,

有人认为可信
、

有价值
;
有

人则认为不
、、
T信

、

无价位 究其原囚
,

不外乎以下两个方面
。

对调查招万乙结朱的信度与价值

的分析相 认识
,

人们 兽
、

是要受到实践条件
、

科学技术水平
、

忍想水平等条 件的制约
,

这也就

是我们 常说的历史局限性
; 对某一社会成员来说

,

他对调查研究结果信度与价值 的认识
,

除

了受刻 历史条件的制约外
,

还要受到立场
、

观点
、

文化业务索质 加坐结构和 自身利益等主

观选旅的制约
,

戎 们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棍本任务确定为提高全属族的均
、

想道德索灰

相科学文化素质
。

这就拓宽 了调查研冤的领域
,

抓住了发展社会生产力的关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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