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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功利性教育的概念

“功利”即有用性、实利性，是通过一定的物质、手

段、方式所获取的积极结果。功利主义主张事物能够有价

值只在于他促进了个体的好处。我国自古便存在“功利”

思想，“丈夫贵功勋，不贵爵禄饶”，强调建功立业及个

人成就的取得。在大部分语境中功利主义是含贬义的自私

自利的代名词，但在功利主义起源之初，功利主义者被认

为是最关心他人的人。十九世纪初，以边沁为代表的哲学

家对功利主义理论展开了深入研究，他认为最大多数人的

最大幸福，是正确与错误的衡量标准，功利倾向于给利益

有关者带来利益或幸福，功利思想和行为对个体幸福感和

社会的发展具有促进作用。功利主义的核心即是目标的完

成，它提倡人们应该以努力追求自身的利益和最大幸福为

动机，往往不注重动机的形成过程和行为的方式。

教育的根本宗旨在于丰富人性、培育德性、发展理性

等，实现学生作为人的社会本质、文化本质和精神本质。

作为培养人的活动，教育本身具有功利性。功利主义教育

是指受教育者通过接受教育来获得回报，只为达到最终的

结果获得利益为己所用。功利主义教育思想源于十九世纪

的英国，强调教育本身要达到其实效性的最大化，教育

本身不是目的。可以说功利主义教育追求在短期内获得高

利益，是一种急功近利的行为方式，功利主义教育中包含

的价值取向以追求名利为出发点和最终目的。在功利主义

思想的影响下，人们会只是追求行为结果的好坏而无论对

错，班杜拉的学习理论中指出，当人们发现恶行能得到好

结果时，便会有人选择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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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在教育教学中追求功利性，短时间来看，这种教

育方式于个体和社会而言回报率最高，但长远来看这种功

利性教育依靠利益导向，不免使人沦为利益的工具，使整

个教育系统发生失衡。

2　功利性教育在我国的产生和发展

夏、商、周时期基本上实行的是世官制，天子或者诸侯

的近亲等贵族世世代代可以连任祖辈担任的官爵，这种锁

死的阶级和僵化的制度给生产力低下的古代社会带来非常

严重的社会矛盾。为了避免这种腐化的现象，两汉时期开

始实行察举制，两汉后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实行九品中正

制，其核心都是地方长官有权利在辖区内随时考察选取人

才，并推荐给上级或中央，被推荐的人才经过中央的试用

或考核则被任命官职。实行察举制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

让真正有才能的人担任官职，第二则是给底层人机会，增

加阶级流动，缓和社会矛盾。但这种社会制度在选拔人才

时入选的学子大多是世家大族的子弟，使得其逐渐失去了

其原本的效能。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制度下，世族子弟本

身即享有更多的资源，他们有足够的金钱和时间去研读史

经，潜下心来学习自己感兴趣的事情，对学习本身功利性

色彩不强。

之后的隋唐时期，九品中正制被彻底废除，开始实行

科考制，隋场帝大业三年开设进士科，用考试的办法来选

取进士，这是我国打破了传统门第观念，唯才是举来选拔

官员的重大举措，科考制大大增加了阶级流动性，给社会

中下层人士进入了进入统治阶级的机会，给社会带来了活

力，但就像考察制一样，科举制渐渐失去了他原本该有

的效果。从宋代之后，科举制的消极影响越来越大，经历

了王安石变法后，统治阶级改变了考试内容，科考只设进

士一科，考试内容也被限制在了“儒家经典”的狭隘范

围内，极大地禁锢了人们的思想。读书人都去研究八股文

了，又有多少人去关心治国韬略，自然科学呢。另一方

面，科举中也存在大量的徇私舞弊、官场腐败的行为，这

就导致了科举制效能的大大下降，科举制度下，读书彻底

成为底层人改变自己命运的方法手段，“十年窗下无人

问，一日看尽长安花”“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无

不表明了莘莘学子想要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心态，功名

利禄能成为学习的极大动力，我国功利化学习由此盛行。

1977年恢复高考，发展教育，“知识改变命运”“学

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等口号相继喊出，应试教育

应运而生，无数学子们埋头苦学，在国家包分配工作的政

策下，许多寒门子弟成功实现阶级跨越，可以说在那个年

代，读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看到或

吃到这种红利的群体仍旧想延续这种生活，所以他们迫切

地要求自己的孩子努力学习，将来能有稳定的工作继而成

家立业，近些年学生蜂拥报考热门专业和公务员，无处不

体现出大学生学习的功利性心理。这几十年的发展，我国

国民物质生活水平确实有了很大的提升，但是过度的重视

经济方面的发展使得整个社会形成了一种追求实用，立竿

见影的思维模式，在学生的培养方面，这就偏离了教育本

来的目的，教育应该注重学生自主学习能力和文化素养的

培养，是全面培养人的长期过程，社会环境使得学生从小

接受功利教育，继而只注重读书，兴趣缺乏、视野短窄，

大学里拼奖学金，大学毕业后考公考研考编，为求在社会

上安身立命。

有需求就有市场，学生们热衷于提高成绩、考研及考

公等，教育产业化随之产生，二十世纪初，各个教育辅导

机构如雨后春笋般相继产生，“拔苗助长”式的教育功利

心态席卷整个教育行业。一些教育管理部门欣然接受并积

极推进，学校里把提高成绩作为教学的第一要务，教师

们“有偿代课、“吃空饷”的行为时有发生，学生们则积

极参加各种能提高成绩课程，忙于做各种辅导资料和习题

以应付各种考试，教育管理部门、学校、老师和学生全方

位一起提成绩，抓升学，当然升学、分数等评价标尺本质

上是具有客观性、科学性以及进步性的，有助于管理效率

的提高，但是，如果过度使用这些标准，且让其成为学生

评价的重要或者唯一标准，势必会丧失其合理的一面，最

终背离教育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的目标，制约教

育的健康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由此可见从校内到

校外的整个社会都充斥着重“功利性”轻“工具性”教育     

现象。

3　功利性教育愈演愈热的原因

现在相很大一部分学生与其说执着于学习，不如说执着

于学习成绩，对学习的内容则没有兴趣，缺乏对知识的渴

求，原因在于学习成绩关乎到能否更好的升学。大学里学

生只是为了完成培养方案而盲目选修课程，倾向于选择容

易蒙混过关的，教师给分比较高的，或容易逃课的课程来

选，对难度较大或教师要求严格的课程则退避三舍，同时

对于一些能获得奖学金的项目表现出极大地热情，参加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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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社团和学生会来增加自己的履历。学生出现这种功利性

思想与学校教育日趋功利化密不可分，以下就从三个方面

来探讨功利性教育愈演愈热的原因：

3.1社会发展过程中过度重视经济建设，致使教育产业化

近几十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市场经济要求人们极大

地追求效率和利益的最大化。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

立使得市场对人才的需求发生了变化，市场要求人才迅速

变现，让学生不断地学习以适应职业的发展。处于市场经

济快速发展时代的学生们面对物质文化生活方面的不断更

新，不得不调整脚步以追随社会发展的步伐，他们受到市

场经济中利益最大化原则的驱使，开始用物质作为衡量事

物价值的标准，从而更加崇尚与追求物质财富，并对人生

价值实现的评价标准产生扭曲，认为人生价值的实现标准

不再是对社会的贡献、对高尚的精神境界的追求，而是社

会地位、权力和财富的多少。

3.2没有正确认识到社会经济和教育之间的客观规律

社会经济和教育之间是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社会经济

的发展制约着教育发展的规模和速度，制约着人才培养的

规格和质量，制约着课程的设置及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等；

反过来教育也能够促进社会经济的增长，但教育并非经济

增长的唯一因素，教育的过度扩张不仅不会带来经济的增

长，甚至会导致经济发展缓慢、失业率高、社会动荡不安

等问题。因此，我们必须客观地认识教育对经济发展影响

的客观规律。教育的任务是培养人才，让人才为社会经济

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和后续支撑，而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

让学生读书只是为了利用知识赚钱，这并非是培养人才的

方法，而是职业技术教育的任务，于整个国家和社会而言

都是人才的浪费。不能把基础教育办成百分之百的职业技

术教育。

3.3是教育评估机制有问题，功利化倾向严重

基础教育阶段家长和教师对学生的评价都是唯分数论，

看学生能否上重点高中，能否进重点本科，本次模拟考又

前进了多少名，而对于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评估则缺少

切实的指标和可操作性方法。前段时间梅西夺冠，对于

这位天才球王网上出现了很多调侃的声音“如果梅西生活

在中国，学习不好也只能去工厂打螺丝”，虽含诙谐意，

但足以看出我国教育理念的单一性，就是学习。普通民众

家的孩子，父母没有过多的金钱和精力供养其学一门于前

途无关的艺术，他们只能拼学习，就算是有的学生能够得

尝所愿学了某种特长，但那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升学，这种

特长于他们而言更像是一种“工具”而非“兴趣”。高等

教育阶段学生则将家长和教师的期望内化为自身前进的动

力，大家都想提高自己的绩点，考各种证书，参加各种项

目来保研或更好的就业，当然这也不能全部归咎于学生功

利心太强，要知道在高考改革推进的新背景下，有关部门

评价学校和教师的标准就是升学率，什么是优秀教师、

什么是重点学校，分数和排名说了算，以此还滋生出了例

如衡水中学这种畸形教育产物，学校累、教师累、学生也

累，但在上级的层层施压下不得不重装上阵，将教育完全

工具化。

4　建议和举措

4.1正确认识社会经济和教育之间的客观规律

经济决定和制约教育，教育又对经济有重要的反作用。

发展经济能够为教育提供人力资金等，对教育事业的发展

规模和速度起决定性作用，但是我们还是要认识到，在以

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大背景下，教育决不能一味地强调其工

具属性，重视其功利性。目前国家出台了很多政策来帮助

学生“减负”，给学生“松绑”，让教育回归初心。期待

社会能逐渐形成专业多元的人才评价理念与成才导向，为

人尽其才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从而构建良性循环的生态

教育。

4.2改善对教师和学生的评价体系，正确引导学生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急功近利发展教育一定是

得不偿失的。因此无论是基础教育还是高等教育，教学应

以兴趣来引导学生，避免把分数作为衡量学生学业的唯一

标。学校和教师如果能从专业之间的融会贯通上面，让学

生深入了解各种思想和知识，提高人文素养，培养兴趣，

锻炼思考的能力，从而激发创新和实践的热情，则真正达

到了教育的目的。因此，从学生全方位发展的角度出发，

鼓励并引导学生参加各种学术讲座，让学习、自修真正成

为自己内在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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