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4.10 | 059

从传统到现代：教育理念的历史演进与时代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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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本文深入探讨了教育理念随历史进程而演变的过程及其所体现的时代特征，分析了社会、文化、经济和技术变迁如何

塑造教育观念。文章从古代文明的初现开始追溯，历经中世纪宗教教育的影响，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精神在教育领

域的觉醒，启蒙时代理性主义教育观的确立，工业革命背景下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兴起，进步主义教育运动的发展，

直至近现代全球化趋势及技术革新对教育理念的重塑。通过对教育理念发展脉络的系统回顾，本文揭示了这一系列转

变对于当代教育实践的重要意义。研究表明，理解教育理念的历史沿革对于引导教育改革与实践具有关键作用，它不

仅有助于教育从业者和政策制定者把握教育发展的未来方向，还促进了跨领域合作与学术创新。本研究为教育领域的

研究者及实践者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与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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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his article deeply explores the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over the course of histor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t embodies, and analyzes how social, cultural, economic and technological 

changes shape educational concepts. The article traces back from the emergence of ancient 

civilization, through the influence of religious education in the Middle Ages, the awakening of humanistic 

spirit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during the Renaissa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rationalist educational 

views in the Enlightenment, the rise of pragmatic educational thought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gressive educational movement, and the reshaping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by modern globalization trends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rough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this article reveals the significance of 

this series of changes for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practice. Research shows that understanding the 

historical evolution of educational concepts plays a key role in guiding educational reform and practice. 

It not only helps educational practitioners and policymakers grasp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educational 

development, but also promotes cross-disciplinary cooperation and academic innovation. This study 

provides valuable historical perspectives and theoretical basis for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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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教育理念在推动教育实践与社会发展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提升民众整体素质、促进个人全面成长的关键手段，也

是民族复兴和社会进步的基石，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决定性的价值。随着时间推移，教育观念的变化深刻影响了教育政策

及其实施方式。从新中国成立早期到文化大革命时期，教育公平一直是主要关注点。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优先考虑效率同时兼顾公平成

为了制定教育方针的核心原则 [1]。这种转变展示了教育思想如何根据历史阶段的不同需求进行适应性调整，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发展的

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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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传统教育理念的起源与发展

（一）古代教育理念

在研究古代教育理念的过程中，古希腊及中国这两个文明展

现了广泛而深刻的见解。这些思想不仅反映了各自时代的社会架

构与价值观念，也对后续的教育体系发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古代希腊的教育体系注重知识、道德品质与体育锻炼的综合

发展。苏格拉底认为，教育的核心在于培养人的美德以及指导个

体如何成长为有德行的人。他采用了一种名为“产婆术”的方法

论来激发学生的思考能力，帮助他们自我探索真理。随后，柏拉

图在其创立的学府里进一步深化了这一理念，首次将算术、几何

学、天文学及音乐纳入教学内容之中，强调这些学科对于塑造全

面发展人格的重要性。亚里士多德则对学术领域进行了细致划

分，并提倡理论学习应与实际操作相结合的教学方式，鼓励学生

通过观察和实验活动来获得真知灼见 [2]。

中国的教育理念深深植根于儒家哲学之中，着重弘扬仁慈、

礼节、忠诚与孝顺等核心价值观。孔子主张通过学习和个人实践

达到自我完善，其教育目的旨在培育出既有高尚品德又能文能武

的人才。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非常注重学生人格品质的塑造，

致力于将他们培养成具有高度责任感和良好道德观的社会成员，

从而能够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贡献力量。古代中国教育还特别关

注孝道精神的传递、家庭环境下的教育以及文化与经典知识的继

承 [3]。

古代文明的教育理念深刻体现了各自社会结构与价值取向的

特点，并且对当今的教育实践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些来自不同

文化的教育思想共同构成了一个内容丰富的知识宝库，为现代教

育体系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启示与借鉴。

（二）中世纪的宗教教育观

在中世纪的欧洲社会，基督教处于核心地位，深刻影响着民

众的生活 [4]。这一时期，教会权威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宗教

活动与教义成为了信仰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教育领

域，教会展现了极高的重视程度，通过创办修道院和教堂学校等

机构，为公众提供了从基础到高级的教育机会 [5]。这些教育中心

不仅致力于传播宗教知识，还培养了大量文化和学术人才，对促

进欧洲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宗教团体借助教育体系来普及信仰，并培养出虔诚的追随

者。其中，修道院成为了知识传授的关键场所，它为年轻一代提

供了基础及神学方面的学习机会。在这样的环境中，学生能够掌

握拉丁语、神学以及哲学等学科的知识，从而更好地服务于教会

的需求。

然而，在中世纪，宗教与教育领域也遭遇了一系列挑战和争

议。教会对于教育资源的独占不仅限定了知识传播的范围，还对

人们获取信息的能力施加了限制。同时，其对异端思想采取的压

制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知识的进步与发展。这种局限性以

及思想上的束缚成为了当时欧洲社会的一个显著缺陷。另外，宗

教教育体系倾向于教条化，强调对宗教教义无条件地遵循，并以

保守的态度对待质疑与批判，这样的做法抑制了创新思维的发

展，从而延缓了整个社会的知识进步 [6]。

（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观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理念引领了一场深刻的文化变

革，打破了封建制度和天主教神学的束缚。这一阶段的教育思想

以人文关怀为基石，注重个体尊严、价值及个人成长。所谓人文

主义或人道主义教育，在此期间由欧洲的人文主义者倡导，旨在

通过推崇人性来抗衡神性，强调对孩童的尊重及其身心的全面

培育。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教育对现代教育理念的形成产生了

重要影响。它重视人的尊严与自由，主张教育应当促进个人的全

面发展和自我实现。人文主义教育认为个体是多方面的存在，这

一观念促进了全人教育及多元智能理论在当代教育中的地位。该

时期的教育还特别强调了实用性，即通过培养实用技能来帮助人

们更好地融入社会并实现个人价值，这在当今的职业教育和技术

培训领域得到了进一步体现。人文主义将教学视为一门艺术，鼓

励教师以艺术家的方式进行教学活动，这一点转化为了现代对于

提升教学质量和教师专业成长的关注 [7]。

二、近现代教育理念的形成

（一）启蒙时代的理性主义教育观

理性主义教育观在启蒙时代对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促

进了现代教育体系的构建。这一影响主要表现在教育与社会发展

相融合、确立以理性与启蒙为目标的教学方向以及面对培养‘理

性人’观念时所遇到的现代性挑战等几个层面。

因此，教育理念的历史变迁对于当今的教育实践有着不可或缺的指导价值。它不仅能够协助教育从业者与政策制定者准确把握教育

发展的脉络，还促进了不同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学术上的创新。深入探究教育观念的发展历程，可以为教育领域的研究人员和实际工作者

提供宝贵的历史视角及理论依据，从而促进教育实践的持续改进与进步。

（二）研究目的与问题

本研究致力于探索教育理念随历史发展而经历的变迁，以及这些变化在不同社会时期的具体表现形式。通过分析教育观念如何随着

社会环境的变化而调整，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教育体系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互动关系，同时也能了解到教育是如何适应并塑造各个时

代的社会需求和价值取向的。研究的核心问题在于探讨教育思想如何反映社会变迁，并识别出各个历史阶段中教育理念的独特属性。这

样的探究不仅有助于揭示教育发展的历史轨迹，还能够为当今教育实践提供宝贵的历史视角和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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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主义倡导在高等教育领域内实现学术机构的自主与自

由，强调了大学教育理念应当超越社会变迁对其造成的影响。尽

管理性主义与功利主义在高教界存在着既对立又互补的关系，但

实际挑战促使前者逐渐接纳社会进步及国家发展需求的影响；后

者则开始吸收以学府为核心的价值观，两者共同促进了教育事业

与社会整体的进步 [8]。康德构建的教育哲学中，理性和启蒙占据

中心位置，前者为个人自由提供了可能性，后者则激发人们勇于

运用自身智慧的决心，整个体系旨在培育具备独立思考能力的人

才 [9]。然而，在现代社会背景下，这种基于理性的教育观念也遇

到了难题：虽然其致力于通过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学生来

促进理性精神的发展，但也可能因过分强调逻辑推理而忽视了对

学生全面发展的重要性 [10]。

（二）工业革命与实用主义教育观

工业革命促进了教育需求及其目标的根本变化。随着工业化

步伐的加快，社会对于具备技术技能的劳动力的需求急剧上升，

这要求教育体系必须调整以适应新兴的经济形势。教育内容逐渐

从宗教与古典知识转向了更加注重实用性和职业培训的方向，旨

在培养能够操作先进机械并在工厂环境中工作的人员。在这种背

景下，一种强调教育应紧密结合现实生活、着重于提升个人适

应社会发展和经济需求能力的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得到了广泛认

可 [11]。

实用主义教育理念的核心强调通过实际操作来获取知识与技

能，这一点恰好顺应了工业革命时期对于实用技能的迫切需求。

该教育方式不仅提升了教育内容的相关性，也促进了教育体系

的包容性增长，因为它为更广泛的社会成员提供了接受教育的

机会。

实用主义教育理念在现代教育体系的演进过程中扮演了至关

重要的角色。这一思想不仅促使课程内容转向更加侧重于科学、

技术、工程与数学（STEM）领域，还极大地推动了职业培训及

成人继续教育的发展，这些举措都是为了响应工业化进程中对于

专业技能日益增长的需求 [12]。直到今天，实用主义教育所倡导的

实用性与适应性原则仍然是当代教育体制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旨

在培养能够服务于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三）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兴起于19世纪末的美国，作为对当时社

会现代化与工业化挑战的一种回应。该运动主张教育应当更加注

重儿童个体的需求与兴趣，提倡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模式，并强

调将教育内容与实际社会经验相融合。杜威等教育思想家的理念

对进步主义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他们认为教育应当支持儿童自

然成长的过程，并重视学习过程中体验和实践活动的作用。这些

观点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现代教育实践，还促进了教育民主化的发

展，推动了教学内容及方法上的创新，例如项目制学习和以学生

为主体的教学策略。尽管到了20世纪中期，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开

始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但它对于当代教育理念与实践的影响依然

显著，尤其是在提倡个性化学习路径以及终身学习观念方面。

三、当代教育理念的多元化

（一）全球化与教育

全球化深刻地影响了教育理念的传播与发展。随着全球经济

一体化进程中的资源、资金、商品和技术等要素流动日益频繁，

这种趋势最初在经济领域体现得尤为明显，之后逐渐渗透到了教

育行业 [13]。教育领域的全球化促进了国际间教育资源的均衡配

置、教育要素的跨国界流动与共享，并加强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

间的教育互动。这一过程不仅加速了全球范围内教育体系间的相

互作用，还促进了它们之间的融合、竞争及共存。

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教育理念逐渐展现出一些共通的特点，

比如对于国际理解教育的日益重视，这体现在对跨文化交流、人

权尊重、民主制度的支持、和平追求以及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关注

等方面。同时，教育界也愈发注重塑造具备全球视野与责任感的

公民，以应对全球化带来的挑战，增强解决跨国问题的能力，并

促进不同文化间的有效沟通 [14]。全球化不仅促进了教育理念的广

泛交流与演变，还促使这些理念在共通性和多样性之间不断调整

和完善。这一进程复杂多变，既包含了全球范围内的教育转型，

也体现了现代教育特质的全面展现，对世界各国的教育体系产生

了深远影响。

（二）技术革命与未来教育观

信息技术革命深刻地改变了教育的理念，它不仅拓宽了教学

活动的空间范围，还极大地丰富了师生之间交流互动的方式。这

一变革促进了信息的广泛传播与无障碍共享，让学生能够更便捷

地接触到多样化的学习资源，并能够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参与

到学习过程中去，同时也能自由表达个人见解。对于教师而言，

他们不再局限于传统的教科书内容，而是能够利用持续更新的文

字、图片、音频及视频资料来辅助教学，甚至开发出类似游戏的

应用程序，以此来提升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参与度 [15]。

技术进步正在重塑教育的未来趋势与模式，预示着一个更加

多样化、灵活性强、自主性高以及内容丰富的教学环境。未来的

课程设计将更加强调学生的自我导向学习能力、互动参与度及创

新能力的发展。虚拟现实（VR）以及混合现实（MR）等新兴

技术的应用，不仅模糊了物理感知、科学探索与想象力之间的界

限，还为学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沉浸式学习体验，使他们能够更

好地准备迎接未来的挑战。此外，教师的角色也在经历转变，从

单纯的知识传授者转变为引导者，致力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

并激发其创造力。未来的学校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封闭空

间，而是逐渐演变为知识共享与信息交流的重要枢纽；同时，高

等教育机构与企业间的合作将进一步加深，终身学习体系和创新

平台的作用也将得到进一步强化 [16]。

四、结论

（一）教育理念演变的总结

教育理念的发展经历了一个从传统模式向现代观念转变的过

程，这一过程深刻地反映了社会、文化和经济科技领域的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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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早期阶段，教育体系以宗教教义与权威为核心，侧重于知识的

传递及道德价值观的培养。随着时代的进步，现代教育思想逐渐

倾向于强调个人成长的重要性，鼓励批判性思考能力的培养，并

提倡持续学习的理念。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哲学都有其独特的特

色，它们不仅对教学活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指引着教育目

标、课程内容以及教学方法的不断革新。

（二）对现代教育实践的启示

教育理念的发展为当今的教育实践提供了宝贵的启示。教育

体系应当更加重视个体学生的独特需求及其潜在能力的发展。教

学内容与方法需跟随时代步伐更新，将最新科技和跨学科知识整

合进来。培养学生的国际视野及社会责任感也是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旨在使他们能够应对全球化带来的各种挑战。通过将过往

教育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融入到现代教育之中，我们不仅要调和传

统价值观与当代社会需求之间的关系，还要确保教育在保持连贯

性的同时不断创新。

（三）未来研究方向

未来教育理念的研究应当持续关注技术革新对教育领域产生

的影响，特别是人工智能、大数据及在线学习方式如何塑造未来

的教育模式。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在探索教育理念的发展过程中显

得尤为关键，它能够让我们从多角度审视教育的复杂性，并为实

际教学活动提供更为全面的指导思路。此外，研究还应聚焦于教

育公平性和包容性议题，探讨通过教育手段促进社会整体进步的

可能性。沿着这些研究路径前进，我们不仅能够深化对于教育思

想变迁的理解，同时也为建立一个更加公正、高效且富有创新精

神的教育体系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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