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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2.学校教育具有严密的系统性。
人的培养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求攀校教育必须有较强的系统性，避免教育影响的自发性、偶然
性、随意性和片段性。
因此，如何使各方面的教育工作和教育影响较好地形成一个有序的系统，是学校教育必须要解决的一
个问题。
学校教育的系统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伞方面：一是计划性。
学校教育是有计划的，而不是随随便便、杂乱无章的。
有计划的教育工作和教育影响才有可能保证教育的效率和效果，人的发展的顺序性和阶段性也要求学
校教育必须具有计划性。
二是组织性。
学校教育是有组织的，而不是自发无序的。
学校本身就是一种组织机构，其内部还有各种类型和各个层面的组织单位，因而学校教育也是在组织
中并通过组织来进行的。
学校教育必须把校内乃至部分校外在时间和空间上分散的教育影响组织起来，使之形成一个系统和整
体。
三是协调性。
学校教育是协调一致的，而不是各行其是、离散冲突的。
学校内部的教育影响是相当复杂的，不仅在时空上、存在上具有一定的分散性，而且由于教育者的意
识、觉悟和水平等方面的差异以及教育者有意无意地受个人需要和利益的驱使和局限，从而造成不同
教育者的教育影响的不一致乃至冲突。
这就需要学校对其内部的各种教育影响加以协调，以形成一种比较符合教育目的要求的教育合力。
四是全面性。
学校教育是全面和谐的，而不是片面畸形的。
从总体上讲，学校教育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教育都更有条件实施全面的教育。
这一是因为学校教育制度有比较全面的教育目的，二是因为学校教育设置有比较全面的课程体系和较
为丰富的教育内容，三是因为学校教育有比较多样化的教育途径和教育的方式方法。
 3.学校教育具有正确的选择性。
影响人的发展的因素是复杂多样的，这就需要学校教育对复杂多样的教育影响进行选择、整理和加工
，避害趋利，尽可能为学生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和谐的环境。
学校教育的选择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教育培养目标的选择性。
社会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同时社会的层面和结构也是复
杂多样的，因而对人的素质的要求也是复杂多样而不甚一致的。
二是对教育内容的选择性。
学校教育不可能也不必要把所有的人类文化部传递给学生，而是必须根据牡会发展和人的发展的需要
以及人的发展的特点和规律，选择出既比较符合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需要，也比较符合人的发展的特
点和规律的内容传递给学生。
三是对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手段的选择性。
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手段丰富多彩，而且是不断发展变化的，不同的教育内容和不同的教育对象往往
对教育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有不尽相同的要求，这就需要对其进行选择。
 4.学校教育具有育人的专门性。
在所有的社会机构中，唯有学校是培养人的专门场所，因而学校教育在培养人上最具有专门性。
学校教育的专门性主要表现在：首先，培养人是学校教育的基本职能和中心任务。
学校产生的首要目的就是设立一个场所专门培养人，学校存在的第一理由也是培养人，学校职能的第
一要务还是培养人。
其次，学校教育设有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专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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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是专门为学习者的学习而组织的教育内容，有一系列的要求和规范，不是什么样的教育内容都能
称之为课程，课程是学校教育专门性的一个体现。
第三，学校教育主要是通过专门从事教育工作的教师来进行的。
教师是专事教育工作的，是职业教育者，以培养人为天职。
教师是一种职业，教师工作是一种专门化和专业性的工作，因而教师也是一种资格，并不是什么人都
能获得这种资格，什么人都能从事教育工作。
教师必须通过长期而专门的训练，必须具有专门的学科知识及相关知识，具有基本的教育科学知识及
相关能力，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
教师是学校存在和学校水平最显著的标志，没有教师，也就无所谓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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