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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教育活动及其诸要素

成有信

一
、

关于教育活动
*

(一 ) 教青活动是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的结合

1
.

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活动

教育活动是由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过程构成的
,

是既有密切联系又有本质区别的两

个过程的结合
。

教的活动是教师变革学生的身心状态
,

促进其发展的特殊的实践活动
,

而学的活动则是

学生 (在教师指导下 ) 自己的认识和发展的特殊的实践活动
。

教育活动中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之所以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过程
,

是因为两个过程都各

有自己活动的主体和客体
,

都各有自己活动的对象
。

在教的活动中
,

教师是主体
,

学生和教

育影响 (教育内容 ) 是客体
,

其中学生是实践活动变革的对象
,

而教育影响 (教育内容 ) 则

是实践活动变革学生的手段
。

在学的活动中
,

学生是主体
,

教师和教育影响是客体
,

其中影

响 (教育内容 ) 是学生的认识对象
,

教师是认识的响导
,

同时学生这个主体又是自我发展和

变革的对象
。

2
。

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又是密切联系的两个活动

教育活动中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之所以说是有密切联系的两个活动
:

一是因为教育活动中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是不能分离而独立存在的
,

或者说
,

教育活动

是由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过程相互衔接和复合而构成的
。

一是因为教育活动的两个过程有一个共同目的
,

这就是促成学生的身心发展
。

教的活动只

是教师将教育影响施及于学生
,

使学生的身心有发展的可能
。

但这种可能能否成为那

学生能否得到发展
,

还有待于学生是否在主动接受教育影响
,

主动认识世界
,

并主动

展 自己
。

只有学生采取主动态度
,

学生的身心才能得到发展
,

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的共同 目

的才能达到
。

当然
,

学生是否采取主动态度
,

也有赖于教师的努力和工作
,

即教师在教的活

动中的主体和在学的活动中的客体— 顾问和指导员的角色扮演的如何而定
。

总之
,

只有完

成教育活动中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这两个接力过程和复合过程
,

教育目的才能达到
。

一是因为教育活动的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有共同的客体
,

这就是教育影响
。

从教的活动

看
,

教育影响这一客体乃是变革学生或促使学生发展的手段
,

而从学的活动看
,

教育影响这

一客体乃是学生的认识对象
,

但在学生的认识过程中它同时又充 当变革学生和发展学生的手

段
,

即从教的活动中教师变革学生的手段变成了学的过程中学生 自我发展 和 自我 变革的手

段
。

这里的教育活动包括教学活动和思想教育活动两者在内的所有教育活动
。

教学活动

和思想教育活动既有区别
,

也有联系
。

这里是从教育活动的共 同性方面讨论教育活动的
。



论教育活动及其诸要素

一是因为教师和学生在教育活动中的两个过程中都是活生生的
、

能动的要素和角色
,

只

不过互为主
、

客体而已
,

同时主
、

客体的情况也有所不同
。

教师作为教的过程的主体是整个

教育过程的领导者
、

设计者朴担黑者和实雄者 ,
一

西煞生作为学的过程的主体则是在教师影响

下和指导下的 自我认识著和 自我发展者否城师作涛学的过程的客体主要是学生学习和发展的

响导和教育影响源
,

而原则上不是变革对象
,

但学生作为教的过程的客体则是变革的对象
。

3
。

教的活动领导着学的活动
,

学的活动是整个教育 活动的主体活 动

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在整个教育活动中各自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 是完全等 同的 两 个活

动
,

还是各自占有特殊的地位和各自起着特殊的作用 ?

从教育活动整个活动的 目的和任务看
,

一

从教师和学生各自在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中的地

位和作用春 是教的活动规定着整个教育活动的 目的
、

任务和方向 (尽管学的活动对教的活

动规定 目的
、

任务和方向也有翻约作用 )
,

因此
,

教的活动在整个教育活动中是起领导作用

的活动和占主导地位的活动
。

因而教的活动的主体 (教师 ) 在整个教育活动中也是起领导作

用的
,

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导
,

而学的活动则是被教的活动所规定
、

所制约
、

所左右的毛 但

是
,

教育活动的 月的
,

即变革学生的身心
,

是最后在学的活动中完成的
,

最后是由学的活动

的主体 (学生 ) 自己去认识世界
、 1

去发展自己从而变革自己去完成的
,

而不是最后由教的活

动的主体 (教师 ) 去完成的 ` 因此说
,
学的活动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体活动

,

因而
,

学的活

动的主体 (学生 ) 也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体
。

这在教学活 动中 是 而此
,

在思想教育活动中更是如此
。

我们常常讲的在教学活动中教

师是主导
,

学生是主体的结论
,

只有通过如上对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活动间的相互关系

的分析才能够得出
。

因为如果不把教育活动分解为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相互 联 系 的两个活

动
,

那么就会出现在教育活动一个活动中出现两个主体
。

只有把教育活动看作教的活动和学

的活动两个活动
,

才得得出两个主体
,

因为每个活动有一个主体
。 但从两个活动的相互关系

看
,

一个活动是主导活动
,

一个活动是主体活动
,

主导活动的主体 (教师 ) 居整个教育活动

的主导地位
,

主体括动的主体 (学生 ) 居整个教育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

因而最后才 能确切地

得出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导
,

学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的结论
。

4
.

学的活动是学生认识世界的活动
,

同时也是 自我发展和 自我变革的活动
,

因而也是一

种特殊的实践活动
。 .

一

教育活动中的教的活动是变革世界即变革学生身心的实践活动 、 那么教育活动中的学的

活动是否也是变革世界的实践活动呢 ?

应该说
,

教育活动中的学的活动也是变革客观世界
,

即变革学生自己身心的实践活动
。

因为学生的学的活动
,

尽管首先是认识活动
,

.

一

但它并不只是认识活动
。

学的活动是可以分析

的
:

学的活动首先是认识世界
,

但学生在认识世界的同时
,

即认识过程及其结果必然会引起

学生自己的发展和变革
,

引超学生的认识结构
、

道德结构和审美结构等的发展变化
,

这些发

展和变革
,

不但是学生观念上的变化和心理结构上的变革
,

而且还是生理结构上的变革
。

(二 ) 确立教育活动是由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过程所构成
,

是一个历史的认识过程
:

应该说
,

在学校教育中
,

教育活动从 来就是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两个过程的结合
。

不过在
·

还存在人身依附的古代文明社会中
,

学生被认为是依附于教师的
,

因而很难自主地意识到特

别是很难在理论上确立学生是认识和发展的主体
。

只有在近现代社会中
,

当社会摆脱人身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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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承认个性自由后
,

才有可能自觉地意识到并在理论上最后肯定学生是 学的 活 动 中的主

体
,

是认识和发展的主体
,

从而才能逐步地认识到教育活动是由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过

程构成的
。

文艺复兴后
,

很多伟大的教育家对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的认识 日益明确
,

但还没

有明确地使学的过程从教育过程中分化出来
,

还没有认识到学生是学 习活动的主体
,

即认识

和发展的主体
。

教师中心说正是这种状态的反映
。

后来杜威的学生中心说乃是对学生是学的

活动的主体的确认
。

但这时还没有能明确地认识到教育活动有两个活动
,

即教的活动和学的

活动
,

每个活动有一个主体即一个中心
,

教的活动的主体和中心是教师
,

学的活动的主体和

中心是学生
,

因而才把教师为中心和学生为中心对立了起来
。

数十年来
,

在个性进一步解放

和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实践 中
,

才使人们 日益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
,

从而使教育活动是教的活

动和学的活动两个活动构成的在理论 上得到确认
。

于光远同志提出教学过程的三体问题 (于

光远
: 《 教育认识现象学中的三体问题 》 ,

载 《 中国社会科学 》 1 9 8 0年第 3 期 )
,

使问题在

解决的道路上又前进了一步
。

但一个过程如何可有两个主体呢 ? 把一个叫主导
,

一个叫主体

也没有解决问题
。

只有确认教育活动是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活动所构成
,

是两个活动的

衡接
、

重合和结合
,

才使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
。

应该说
,

这是人们对什么是教育的认识的一

个重要发展
。

如上边所述
,

教育活动是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 两 个 过 程
。

在定义中
,

我们在指明教育

活 动是教师以一定的生产知识
、

经验和社会行为规范对学生所进行的有目的
、

有计划和有组

织的影响这一教的活动的同时
,

我们还特别强调这些影响促成学生的社会化
,

转化为学生的

精神财富
,

发展学生的生理
、

心理和 社会性
,

等等
,

促成
、

转化
、

发展
,

恰恰意味着存在着

一个学的活动这一 自己的活动
,

即自己认识和自己发展的活动
。

否则
,

就只能装
、

灌
、

填 1

从上述对教育活动及其中的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的两个过程的分析
,

我们明确地看到了

教育活动及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中存在着三个要素
:

教师
、

学生和教育影响 (教育内容 )
。

但是
,

这三个要素在教的活动中和学的活动中的地位和作用是不同的
,

有时甚至是完全不同

的
。

二
、

关于教育活动中的诸要素

( 一 ) 教师

教师
,

即教育者
,

包括学校教师
,

教育计划
、

教材的设计和编写者
,

教育管理者
,

以及

参加教育活动的其他教育人员
。

学校教师是教育者的主体和代表
。

1
.

教师是教育实践活动即教的活动的主体

教的活动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活动
,

它的任务也是变革和改造客观世界
,

它的具体变革的

对象是学生
,

是学生的身心
。

在教的活动中
,

教育实践的主体是教师
,

它是实践者
,

变革者
,

即教育者
。

教育实践的

客体是学生和 教育影响 (教育内容 )
。

学生既是实践的客体
,

也是实践 的 对 象
,

是 被变革

者
,
是受教育者

。

教育内容是实践的客体
,

但不是对象
,

它是把主体和对象 联 系起 来的中

介
,

是教师变革学生身心的工具和手段
。

教师是教的实践活动的主体这个地位决定了教师的职能和作用
;
教师是教育目的的实施

者
,

教育活动的设计者
、

领导者和组织者
。

这就是说
,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原动力
,

是教师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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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推动着整个教育过程的发展和教育目的的实现
。

入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要教育影响源
.

_
·

教师是教的活动的主体还在于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要教育影响源
。

在教的活动中
,

是教

师把教育影响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学生
,

一 、

是教师利用教育影响把教师和学生联系了起来
,

使

教育影响成为主体和对象之间的中介
。

教育影响源是多方面的
:

有校内的
,

有校外的
,

有课

内的
,

.

有课外的
,

有教科书上的
,

有课外读物中的
,

有德育方面的 i 智育方面的
,

体育方面

的
,

.

美育方面的
。 ·

… “ 等等
。

之所以说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主要影响惊
,

不但因为对学生有 目

的
、

有计划和有组织的教育影响主要来自教师的言传身教
,

来自教师对教学计划的
、

教学大

纲和教科书中内容的传授
,

来 自教师对学生集体的影响
,

而且还因为教师还要指导学少吸收
来自其他方面的教育影响

,

并且力图把这些来自多方面的教育影响组织起来
,

使之协调和互

补
,

并传输到学生的身心之上
,

使学生得到较好的发展
。

3
.

教师是学生学习活动的指导者

在学生的学习活动中
,

学生是认识和发展的主体
,

教育影响和教师是客体
。

教育影响这

个客体
,

同时又是学生的认识对象
。

在认识活动中
,

是教师把认识主体 (学生 ) 和认识对象

(教育影响 ) 联系起来的
,

教师是把两者联系起来的中介
。

在学 习活动中
,

学生虽然是认识

和发展的主体
,

但由于学生是未成年者
、

未知者
、

发展者
,

’

如果没有教师的指导
,

就可能踏

上人类自发认识客观世界和自发发展的漫长的老路
,

而达不到最快和最佳的发展
。

在学生的

学习活动中
,

教师虽然是客体
,

而不是主体
,

不能代替学生掌握知识
、

认识世界
,

不能代替

学生 自己的发展班但教师是能动的客体
,

教师是成年人
、

已知者
、

教育家
,

在学生的学 习活

动中
,

是认识主体和认识对象的中介
,

从而教师就能够成为学生认识和发展的响导和顾问
,

指导学生顺利地掌握知识和合乎规律地去发展 自己
。

4
.

教师居于整个教育活动的主导地位

教师是教育活动的两个组成部分 (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 ) 中领导活动 (教的活动 ) 的主

体
,

是整个教育活动的主要教育影响源
,

是学习活动的响导和顾问
,

决定了他在整个教育活

动中居于主导地位
,

就是说
,

他对整个教育活动的方向和进程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

5
.

教师应是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的双重专家

教师是教的活动的主体
,

他必须对所面临的两个客体进行研究
,

即必须对学生和教育内

容同时进行研究
。

学生是教育实践的客体和对象
,

从而首先就成了教师研究的对象
。

因为教师只有研究和

掌握了学生认识和发展的规律
,

才能教育学生和指导学生的发展
。

教育内容是教育活动的客

体
,

也是教师教育学生的手段
。

因此
,

它也就成了教师认识的对象
。

因为教师只有掌握好这

个工具
,

才能做好教育学生的工作
。

因而教师也必须掌握教育内容方面的知识
,

即关于自然

发展规律的知识
、

社会发展规律和思维发展规律等方面的知识
。

这就是说
,

教师要能扮演好教的活动的主体
,

即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这个角色
,

完成变

革学生身心状态的任务
,

·

就必须同时研究和掌握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两个领域的知识
,

成为

教育专业和学科专业双专业的专家
,

成为教育家兼学者
。

(二 ) 学生

学生
,

泛称受教育者
,

包括学校学生以及各种各样的受教育者
。

不过学校学生是各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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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

学生是教育实践活动即教的活动的对象
`

任何人类的实践活动都有它作用或变革的对象
。

作为人类社会卖践活 动 的 教 育实践活

动
,

它的作用或变革对象就是学生
,

就是学生的身心
。

这就是说
,

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主体

的教师
,

是以这一实践活动的客体学生作为 自己的工作对象或教育对象的
,

是 以 教 育 影响

( 教育内容 ) 作用和影响学生的
,

从而使学 生的身心发生预期的变化
,

达到教育目的
。

2
.

学生是教育影响受体

教育活动不同于其他社会实践活动
,

它是以人类社会所积累起来的生产和社会知识与经

脸
,

作为加工
、

影响和作用于学生身心的作用物
,

这种作用物就是教育影响
,

也就是教育内

容
。

在教育过程中
,

教师是主要教育影响源
,

教师之所以能成为主要教育影响源是因为教师

在运用教育内容这一教育影响物
,

学 生则是影响受体
,

即教育内容的接受者
。

从教的过程中

教师
、

学 生和教育影响三者的相互关系看
,

教师是主体
,

是主动者
,

学 生是客体
,

对象
,

是

被动者
,

教师主动地以教育内容作用干学生
,

使其接受教育影响
,

使其认识客观世 界
,

使其

身 心得到发展
,

产生预期的变化和教育效果
。

3
.

学生在学习活动中是认识和发展的主体

如上所述
,

从教的过程看
,

学生是客体
、

对象
、

受体
,

但从学习过程看
,

即从个体发展

的角度
、

个体认识的角度和个体社会化的角度看
,

学生则是主体
、

主动者
、

追求者
。

因为学

生是活生生的人类个体
,

是有思想
、

有感情
、

有理想
、

有追求的
。

而客观世界
、

教育影响
、

教育内容
,

是认识对象
,

是社会化对象
,

是转化为学生的精神财富的转化对象
,

学生不去认

识
,

不去转化
,

不去追求
,

甚至拒绝
,

这些东西就不可能成为学生的财富
,
也就不能促成学

生的身心发展
。

只有学生主动追求
,

主动认识
,

主动接受教育内容
,

主动吸收人类积累的精

神财富
,

主动发展 、 学 生才能认识 世界
,

身心才能得到发展
。

因此
,

在学 习过程中
,

教师就

成了学生的朋友
、

顾问
、

辅导员
。

教师是启发者
,

是客体
,

而不是主体
。

教师在学生学 习过程

中的任务是启发
,

是诱导
,

是激励
,

是从旁协助
,

是宾
,

不是主
,

不是 喧 宾 夺 主
,

是参谋

长
,

不是司令官
,

是出谋划策
,

而不是发号施令
。

在这种条件下才能促成学 生主动的发展
。

4
.

学生同时也是发现者
’

根据传统的看法
,

教育过程就是教的过程
。

教师是教者
,

已知者
,

教育过程就是把已有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

根据这种看法学生就根本没有发现新知识的任务
,

就不能是发现者
。

但

是
,

如前所述
,

教育过程是教的过程和学的过程两个过程的结合
,

而学习过程是学生自己认

识和发展的过程
,

学生是主体
,

是探索者
,

追求者
,

研究者
,

同时也就是发现者
。

把教育过
一

程仅仅片面地看作教的过程
,

就是否认教育过程 中包含有学生认识和发展过程的方面
。

就会

扼杀学生象科学家那样研究科学
、

探索真理的积极性
,

就 会扼杀学生发现的兴趣
,

就会使新

发现的火花熄灭
,

使新的发现夭折
,

也就不 会培养学生的开拓精神和创造精神
,

也就不会培

养出未来的发现者和科学家
。

(三 ) 教育影响

教育影响是指教育过程中作用于学 主的全部信息
,

其主体是教育内容
。

1
.

教育影响是教的活动的主体 (教师 ) 变革教育对象 (学生 ) 身心 抉态的手段

从教的活动的角度看
,

教育影响乃是教的过程的主体 (教师 ) 变革 教 育 对 象 (学生 )



论教育活动及其诸要素

身心状态的手段
,

同时也是把教育活动的主体和对象联系起来的中介和锁链
。

教育活动 中的

教育影响
,

首先是符合教育目的的
,

即培养成熟的和完善的社会人所要求的 , 第二是具有发

展价值
、

政治一伦理价值
、

科学一环境价值
、

生产一劳动价值
、

审美 价值 和 文化价值的 ,

第三是符合学生身心发展规律的
,

即不同年龄和发展水平的学生能够接受的
。

教育影响乃是

人类长期积累起来的精神财富的总和
,

是每一代人发展的起点
,

是人类文明得以加速发展的

基础
,

是把人类过去和未来联系起来的联结点
,

是文明锁链中的环节
。

2
.

教育影响是学习活动的主体 (学生 ) 的认识对象
、

内化对象和发展的外驱力

从学的活动的角度看扣教育影响首先是学生的认识对象
,

它被学生掌握就意味着它被内

化为学生的精神财富并转化为学生 自我发展的动力
。

三
、

结束语

1
。

乎等和民主是教育活动中师生相互关系的基础

从前述我们对教育活动中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及其三要素的分析可以得出
,

在教育活动
中只有摒弃师尊生卑

,

教师不尊重学生
,

师生不平等和不 民主的状态
,

才能确立学生在学 习

活动中的主体地位
,

学生才能成为学 习的主人
,

主动学习
,

主动内化
,

主 动发展
,

优化教育

过程
,

提高活动效率
。

因为学生是有理性
,

有尊严
,

有个性
,

有感情的活生生的个体
,

只有

尊重学生的个体
,

尊重学生的人格
,

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
,

师生感情融洽
,
才能最高限度地

促进学生主 动性和积极性的发挥
,

最大限度地挖掘认识和发展的潜力
,
使教育过程处于最佳

执态
。

因为教育过程不仅仅是理智过程
,

而且还是感情过程
,

教育过程不仅仅 是个 科 学何

题
,

而且还是个艺术问题
。

因而在教育过程中
,

越是尊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地位
,

师

生在探索和追求真理的过程中越是平等相处
,

师生感情越是水乳交融
,

学生的兴趣就越高
,

求知欲就越高
,

主动性就越大
,

思路就越广
,

探素劲头就越大
,

学生的认识结构
、

道德结构

和审美结构就越容易建构
,

学生的学习质量就越高
,

学生成熟得就越快
。

2
.

教育活动的 总目标是使学生学会学习

教育活动从来就是教的活动和学的活动两个活动的结合和统一
。

不过由从低年级到高年
-

级教育活动两个过程的相互关系看
,

是学生从不能独立学习到学生独立学习的因素占优势到

学生能够完全独立地学习的发展过程
,

是学的活动逐步取代教的活动的发展过程
,

是学生学

会完全独立自学的过程
。

是学生成熟的过程
,

是教师教会学生学 习的过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