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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类社会历史科学发展史中,“教育”在其中一直扮演着

举足轻重的作用，一个国家，民族的兴盛强弱从某种程度上跟

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孙中山先生曾言:学者，国之本也。

如今，人才强国，科教兴国战略又一次说明了教育的重要性。

当今中国的发展离不开教育，离不开现代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教

育和环境的理论指导，也同样离不开现代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

主义科学发展的管理实践相结合。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

提纲》第三条中明确阐述了关于人，教育和社会环境之间关系

的基本理论，对当代中国乃至当今全球的教育教学发展仍然具有

重要的理论指导意义。

1  旧唯物主义教育观对人,教育和环境的阐述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写到“有一种唯物主义学

说， 认为人是环境和教育的产物，因而认为改变了的人是另一

种环境和改变了的教育的产物。”这里的“有一种唯物主义学

说”是指孟德斯鸠,爱尔维修,霍尔巴赫等这些18 世纪法国的空

想唯物主义的代表人物，以及继承了他们空想学说的一些现代空

想唯心社会主义者。他们从一种客观事物决定主观意向的空想唯

心主义基本原则角度出发，批判了空想唯心主义，提出了神与

人的一切物质差别都不过是在一种后天自然环境中教育获得的，

人及其人的观点，意识形态是自然环境和后天教育的自然产物。

在对个人，教育，环境这三者的空间关系分析问题上，产生了

“环境决定论”，“教育万能论”。尽管这些人的观点也主要是用人

类社会主体存在中的决定论和社会中的意识形态来进行解释，可

是他们将环境变化视为一种“理性”的社会进步，认为整个人类

社会中只有极少数的天才人物能够担负起教育他人和改造社会环

境的重大使命。经过社会实践证明，这些论据都片面性地夸大了

环境和教育的相互作用，否认了环境的形成和改变是经过几代人

不断地社会革命和实践才得到的结果；否定了接受教育者本人也

是必须要接受教育的，而且他们所说的社会环境也并不是单单指

一种社会上和经济上的关系，而主要的还是要泛指社会政治，法

律，文化等上层建筑。对于这些上层建筑的这些东西，他们又认

为环境是由一个人的自然理性和社会意见形态所决定的。正如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讲到“这种学说忘记了: 环境正是由人来

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是受了教育的，因而这种学说必然会

把社会分为两部分，其中一部分凌驾于社会之上”。这一荒谬的观

点在于它将直接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人类社会将由此被分为

两大部分，一部分是提供教育环境和社会教育的教育者，另一部

分是接受自然环境和社会教育的受教育者。而随着人类社会的变

化，教育者和受教育者将出现不平等关系：一方为统治者，而另

一方则为被统治者。本应是世间最平等的教育，如果教育者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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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受教育者。那么，这离我们所追求的自由，平等将愈发遥

远，与我们每个人的追求背道而驰。

2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人,教育和环境关系的阐述

马克思把社会实践范畴理论引入社会历史观，作为社会经济

生活的理论基础，它从科学地合理地角度出发解释了人与自然环

境和社会教育的复杂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是的一致,

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是马克思在《关

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一个重要论断。尽管马克思承认社会

环境活动对人的各种活动具有制约作用，但他坚决反对否认人的

实践活动对社会环境的能动作用。他指出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是

对立统一不可分割的，“实践”在研究人与环境的辩证关系中

已经起到了一个基础性的指导作用。因为，人的“全部社会生

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一切活动都是社会性的，它有着

琳琅满目的形态，譬如经济,政治,文化，体育。这些活动都在

有意无意间对人类自身的生存生活环境进行着改变。人通过自己

主观能动性对现有的环境条件进行满足于自我需求的改造，以便

环境能更有利于自己的生存发展，与此同时环境也制约着人的主

观能动性的发挥，也就是说人和环境是双向的互动关系。马克

思在书里提到“教育者本身必须受教育，教育者的知识和才能

归根结底是从社会实践中来的。”众所周知，：“教育”在人

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一直处于重要地位。我们要清楚的看到在人

成长的过程中，教育的引导性和人的主动性是相辅相成的，他们

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们更要清楚的看到社会背景和社会发展

规律对教育本身是具有制约作用的。在这种相互关系中，人的发

展依赖教育和环境，而环境的改变和教育的实施也离不开人的主

动参与。教育要想得到很好的发展，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

背景下，在百年未有之大疫情的巨大考验下，一些新的教育教学

技术顺势而发，应时而生。一部手机，一个网络，让千家万户的

孩子都有同享教育的权利，孩子们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接受到应

有的教育。可是我们也看到这其中有学习效果好的孩子，也有学

习效果不好的孩子，同样的不能到校，同样的网络授课，为何会

有学习效果的不同？这就是马克思给我们的启示教育，跟环境，

人有着重要的联系。其中，人的实践是最重要的。

3  马克思主义教育观对人，教育和环境的启示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三条,马克思充分批判了旧古

典唯物主义和现代空想国家社会主义者在认识人，教育和环境这

三者之间关系上的不足，进而对其特点进行了深入剖析。他认为

人，教育和环境这三者也都是互相产生影响，互相发挥作用的，这

就需要我们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3.1 强调人的实践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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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零二零年春，新型冠状病毒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袭击神州

大地。一时间，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冲击的七零八落。全党全国

紧紧围绕在以习近平同志为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齐心协力共克

时艰。以解放军指战员，医务工作者，社区工作者，新闻工

作者为代表的党员群众冲锋在前，1 4 亿中国人手挽手，心连

心，谱写了一曲可歌可泣的抗疫战歌。因防控疫情需要，学生

不能在正常开学时间到校上课学习，根据学校安排，为减少推

迟开学对教学产生的不利影响，切实做好“停课不停学”工

作，接到通知，老师们要在家上班，学生要在家上课。一节

节特殊的课在特殊的环境下进行，可是，最后孩子们的学习状

况却让人深思。为何某些孩子可以取得很棒的学习成果，而有

的孩子则不能？背后的问题，不再是环境，不再是教育，而是

孩子本身。即人的实践。

旧时的唯物主义和现代空想中的社会主义者普遍认为培育人

才只是教育和环境的综合产物,这样的思想观点完全忽略了培育人

才仍然是人类实践社会活动的基本主体。在马克思看来一个人的

自身素质决定了一个人的职业发展,而人的教育和学习环境只是一

个辅助而已。实践的活动主体是实践人,所以,人的健康发展需要

从根本上来依靠的还是实践人本身。

这就需要我们在日常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更加迫切注重充分调

动广大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主动性，让他们充分的积极的发挥自

主性和实践性。

3.2营造良好的环境

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马克思讲到“人的本质不是单

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 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关系的总和”。

《》现实告诉我们教育教学工作必然要在一定的环境中进行。

教育者所提供的教学环境是受教育者接受教育所必备的重要条件

之一。尽管教育环境又可以分为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对比之

下内部环境对教育来说相对简单稳定，而外部环境则充满变化。

创造一个能够让所有受教育者能良好健康发展的社会教育文化环

境，需内外同时发挥作用。与此同时,教育者在因材施教的实践

过程中还应更需注意认识到不同受教育者不同个体的文化差异

性，努力共同营造一个健全有利于成年人健康成长发展的良好教

育文化环境。顶尖的教学设施，优秀的教学资源等教育环境，

都需要得到切实保障。百年大计，教育为本，要坚决落实科教

兴国，人才强国战略，紧紧贯彻党政方针政策，确保每一个孩

子都有受教育的机会，都有良好的受教育环境。

4  结论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教育教学也进入

新时代，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呼唤新时代。在这个历史

大环境中，我们要高度关注当代教育教学工作，要始终坚持教

学理论与教育实际相有机结合的教学方法，把师生学习与马克思

主义理论统一联系起来。要在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建设的理

论实践中牢固坚持和贯彻发展党的马克思主义，要在发展建设中

国特色优秀社会主义的理论实践中把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各种普遍

真理实践同中国的具体理论实践相紧密结合，用伟大的中国马克

思主义理论来指引中国走向一个更好的明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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