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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人类社会已进入21世纪，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在关键时期，国际格局多极化趋势不可逆转，经济
全球化态势日益明显，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在内的综合国力的较量日趋
激烈。
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变化，给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带来了新的机遇和严峻挑战。
　　江泽民同志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ldquo;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不
能巩固和发展下去，中国能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始终强盛不衰，关键看我们党能不能不断造就一
大批高素质的领导人才。
&rdquo;有中国特色的高等教育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高等学校担负着培养社会主义事
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神圣使命，是实施科教兴国的重要力量。
办好高等学校，高校的领导是关键。
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高校干部队伍至关重要。
　　高校干部队伍目前正处在整体性新老交替的重要时期．一大批中青年干部走上各级领导岗位。
在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新形势下，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及在国际经济、政治、军事等复杂斗
争和各种思潮激荡的新考验中，能否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确保高等学校改革发展和稳定，确保
培养合格人才任务的完成，高校各级领导干部起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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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马克思论教育　　马克思一生的伟大贡献在于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资本主义社
会的特殊的运动规律。
他的学说为社会科学提供了正确的理论基础和科学方法论，使得社会历史的研究有可能克服人们过去
对社会现象所持的混乱和错误的见解而成为科学。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教育科学是一门社会科学，如何观察与阐明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如何建立科学
教育学的理论体系，历来是众说纷纭，即使是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唯物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
教育学说，由于他们的历史观仍然是唯心史观，所以，他们对教育的说明，也是历史唯心论的。
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科学地说明了社会的发展过程，科学地说明了社会结构中诸因素的关系，
因而，对教育这一社会现象中的许多关系也给予了科学的解决。
尽管马克思没有教育的专门著述，然而，由于他在高层次上解决了社会发展的基本问题，因而也把教
育科学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使教育这一社会现象得到了科学的说明。
　　第一节  马克思关于教育社会性质的论述　　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论根据和方法来研究教育，解
决了教育上的几个基本理论问题。
　　一、唯物史观中决定性原理在教育科学上的运用　　存在决定意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
是马克思哲学的基本观点。
研究社会现象必须坚持这一观点。
马克思说：&ldquo;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
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　
　&hellip;&hel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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