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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文章从教育文化的界定、涵义、特性和功能的四个方面,阐述了教育文化是人类发展的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人类

社会长期发展与创造形成的产物,是历史发展的积淀和社会发展的必然。通过对中国教育活动和教育文化的现象分析,对教育

文化的发展是一种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文化；教育；教育文化 

 

教育文化的内容丰富且复杂,涉及到社会经济、政治因

素,以及教育方针、政策,教育设施及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等

很多方面。教育文化是文化教育的基础,教育的价值导向,

是教育的保障。 

1 教育文化的界定 

“教育文化”并非是个严谨且科学的范畴,但却是一

个历史事实。且与教育活动相伴随,从某种意义上说,其早

于教育活动。文化就是人生活所依靠之一切。《中国文化

概论》把文化分成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教育的实质,就

是为了满足受教育者的学习、认知和获得实际能力的需求,

以求实现受教育者自身对社会进步和生活素质不断提高

的外在需求和内在需求的有机统一。社会科学家通常把事

实看作是根据理论目的而对现实所做的一种特殊安排。教

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所必须的劳动。这就需

要受教育者具备大量的实践教学经验和深厚的人际交往

能力,这是合理确定和划分教育者是否执教能力范畴。大

学应提供自由教育,这种教育能为培养永恒的人性服务。

如果连基本的因材施教都做不到的话,就不能营造科学的

教育文化氛围。 

何谓教育文化,目前,教育文化尚未成为公认的学术范

畴,但教育文化的是客观存在的。“教育文化是一个国家综合

国力的重要体现。”有教育就可能存在教育文化的事实,所谓

教育文化,即指一个民族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不断积淀的有

关教育理念、教育制度、教育内容、教育方式方法及教育设

施的总和。 

2 教育文化涵义 

教育文化是一种教育依存和发展的基础条件或环境,

主要包括历史因素,社会经济、政治因素,以及教育方针、

政策,教育设施及教育理念和价值取向等,我国教育文化

是炎黄子孙几千年共同创造的精神财富,它博大精深、源

远流长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是我们赖以生存和发展的

强大理论依据。因此,就教育文化而言,将其分成三个层面,

即教育物质文化、教育制度文化、教育理念文化。三个层

面可以看作如下。(如图所示)： 

 
最外层为教育物质文化,它包括教育设施如校址、校舍、

规校教具、资金投入等。最内图为教育理念文化,其包括教

育价值取向,教育哲学、教育传统、教育风格等。中间层为

教育制度文化,包括教育方针、校规、校训等一些用文字表

达出来供学、教、管人员遵守的规章制度等的总和。 

教育物质文化是外在的,其对教育的影响最表面最直接,

但作用有限,教育物质文化直接通过教育制度文化起作用,

因而对教育理念文化作用是间接地,教育制度文化处于整个

教育文化的中间层,它既受教育物质文化的影响,同时亦受

教育理念文化的影响,反过来,教育制度文化既直接作用于

教育物质文化,亦直接作用于教育理念文化。教育的理念文

化亦是教育文化的核心,并通过潜移默化而对教育的物质和

制度产生作用。 

在教育的理念中,教育哲学又是其核心,所谓教育哲学,

则指如何看待教育作用,怎样才能达到教育目的,采用怎样

手段,方法等进行教育等的思想。因此教育是最深层次,直接

或者间接地对教育文化起作用。例如,“在大多数人的日常

生活中,恐惧比希望占据更大的比重。”因为这是环保的教育

理念在起到关键的作用。这是教育文化对社会发展起到推动

作用的一个表象。 

教育文化的各要素既是相对独立的,又是相互联系的,

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相互作用,共同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共同对教育起到不同的作用。任何单一的要素都很难对教育

起到重大作用,只有客观的相互联系、形成有机整体才能对

教育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3 教育文化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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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文化、茶文化,也有此类称呼,但不能同日而语。中国

俗语讲“无酒不成席”,“酒菜皆兵”。酒文化包括酒的制作、

品尝、功用、历史等酒文化现象。茶文化包括茶树的长成、

茶叶的采摘、以及炒茶的工艺技法以及品茶环境的领略等整

个品茗过程的美好意境。在古代,饮食是两个层面。食为最

初级的吃,简单地说就是吃东西。而有饮就不一样了,吃东西

的时候能有羊奶、牛奶、或者酒水之类的饮料,那就是高层

次的饮食。是一种生活的体会和精神享受,而教育文化却能

使这种体会和享受变得更有意义且更加丰富。 

教育文化具有民族性、地域性的特征,同时涵盖酒文化

和茶文化的精华和意蕴。我国教育文化是中华民族根据自己

的教育传统或哲学观点与思维模式。在教育下一代认识与改

造自然、社会与民族自身过程中所创造与积累的全部文明成

果,具有自身的民族与国度特色。孔孟思想的关键词是教育。

他们是学在民间的代表。教的是什么？是伦理。 

中国教育文化其内涵经历了一个逐次扩展的过程,有着

5000 多年的丰富历史文化作为教育的基奠和背景。同时中

华民族也是中国教育文化的创始主体。 

4 教育文化的功能 

第一、教育文化是文化教育的基础。在教育文化活动中,

教育具有认知和传播知识的作用。知识是教育者向受教育者

传授的内容,又是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认识世界的工具。正是

借助于这一工具,人类才可以不断地加深对自然、社会以及

自身的认识,并由此积累、延续和发展人类先进文化。教育

作为文化传播的载体,既可以作纵向传播,维持文化系统的

延续性,同时也可作横向传播,达到文化交流与融通的目的。

教育文化就是通过科学的甄别和筛选出具有教育意义的知

识传播给受教育者,从而达到教育的大众目的。因此,可以说

教育文化是文化教育的载体和基础。 

第二、教育文化是文化的价值导向。中国古代教育的指

导思想主要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谈,第一学而优则仕,古代

教育的首要出发点就是出人头地,为帝王家服务,能够走上

仕途,飞黄腾达。第二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古

代读书人接受教育的另一个追求就是发财,可以衣食无忧,

封妻荫子,光宗耀祖。第三承道,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古代人在接收教育的同时也

练就了非凡的意志品质。 

美好的人生是由爱所唤起,并为知识所引导。当代教育

以其科学的价值判断和先进的价值指向,在人和社会的全面

发展中所具有的积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而教育的精神追求,

则主要是指教育对先进思想、崇高道德的涵寓及其所产生的

巨大而良好的社会效能。社会是发展的,时代是进步的,人以

及人的思想内蕴、精神诉求和生活方式等,也都是在不断的

流转和变革中寻求着新的突破和实现着新的提升。教育主要

是对人的教育,教育活动就是发现与发展人的潜能活动。人

正是在自我改造和接收教育的过程中逐步走向社会化的,最

终成为社会的人、文明的人。当下教育和人类文化发展的重

中之重,就是营造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共同构建人与社会、

自然协调发展的和谐环境。处理好人的价值观与环境建设之

间的关系,才能让我们的教育文化事业经冬历夏,在华夏大

地上焕发出盎然生机。 

第三、教育文化是教育的保障。教育文化本身是复杂的,

从某种意义上看,每一代人都在接收不同的教育,而且也同

时重新结构自己的教育文化。一个良好的教育文化氛围是实

施教育的必要的平台,是品德和情感高尚人成长的优质基

地。和谐、美好、丰富的情感是孕育创造性思维和灵感的温

床,也是生发出道德行为和崇高理想境界的肥土沃壤。所以

我们务必要保护好教育文化这块肥沃的土壤,才能更好的培

养杰出人才。随着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时代赋予了教育更高

的要求,教育能不能伴随着小康生活的到来日益更新,这也

是个非常迫切的问题。物质丰富并不能保障精神丰富。从目

前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社会教育以及国家对城市文化、

文明的重视程度就可见一斑。正如查拉图斯拉所说的精神的

三次变形：“怎样精神变为一头骆驼,骆驼变为一头狮子,最

后狮子变为一个赤子。”我国的教育文化,乃至整个世界的教

育文化也需要有一个精神蜕变的过程,更需要全人类的共同

努力和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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