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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育的文化适应性  
19 世纪德国教育家第斯多惠提出了教育遵循文化的教学原

则。他说：“这一原则的思想内容就是在教育时，必须注意人在
其中诞生和将来生活所在的地点和时间的条件一句话，应该注意
包罗万象的全部现代文化，特别是当地的特有文化。 

在他看来，总是出生和生活在自己的环境之中，并在一定的
文化氛围中接受教育。某一民族在一定时期的文化状况，就构成
生长于该状况中的每个人的文化背景。人不能随意创造环境，而
是现成的环境按其本质影响着人。这意味着教育不是固定的和单
一的，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国家，应有不同的要求和特点。因此，
“我们认为在制订一切教育方案时，必须考虑到我们时代和社会
的风俗习惯，必须考虑到我们时代的精神文明以及我们民族的民
族性。一句话，必须考虑到近代文化和当地的文化现状。 

第斯多惠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教育要适应现代文化要求，改革
不合时代需要的教育的理论根据。  

20 世纪 50 年代以来，美国教育改革风起云涌，仅重大的教
育改革就有 4 次之多。50 年代末期，一方面因受杜威教育思想
的长期影响，学校课程设置庞杂、混乱，过于强调学生的手工劳
动，导致学生学习中避重就轻，只做不学；另一方面，苏联人造
地球卫星的发射成功使美国大为震惊。在这样的背景下引发了大
规模教育改革，即学科结构运动；70 年代初针对学校忽视人文
社会科学，教学内容过难、与生活相脱节的状况兴起了“生计教
育”运动；70 年代中期随着生计教育弊端的日益暴露出现了“恢
复基础”教育热潮；80 年代在美国基础教育质量下降的困境下
掀起的教育改革，着眼于教育的综合改革。 

不同国家迥异的文化背景，也必然要求教育变革要审时度
势，以适应时代的潮流与国家发展的需要。  

教育遵循文化的原则在实际的课堂教学中也体现得淋漓尽
致。在进行语教学时，要注意中西方文化的差异。中西方在价值
观念、思维方式、道德标准、社交礼仪等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
这些差异势必影响着语言的运用，形成不同的文化规约。中国人
含蓄内向，以谦虚为荣，以忍让为本，自我表现。而西方人听到
赞扬后往往很高兴，首先感谢对方，并如实地说出自己的感受。
这是因为国家的文化是个性文化，即以自我为中心，主张通过个
人奋斗来实现个人的成功，培养出来的性格是自立自信，勇于竞
争，表现自我。  

可见，教育不能摆脱文化形式的影响，因为它是在这种文化
形式中发挥其功能的，教育的实施也不能不考虑特定的环境，因
为办教育就是要为这种环境服务。一种教育制度，一定会受某种
文化形式中各种力量的影响，这些力量决定了它的性质，规定了
学校应处理的问题。教育制度是在某种文化形式下建立的，所以
教育制度是随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  

二、文化对教育的依存性  
文化对教育的依存性主要是通过教育对文化的能动作用来

体现的。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藉助于教育，文化得以传递与保存  
文化传承，是教育 基本的文化功能。社会通过教育将前人

积累的生产和生活经验、道德观念和行为规范、科学技术和人文
知识等，有计划地传递给下一代人。正是由于教育活动，人类的
文化才能够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而不致中断。[6]换句话说，文
化的继承性首先要通过教育体现出来，纵然我们的图书馆和博物
馆里堆满了极有价值的古籍和文物，如果没有人能加以利用，一
切都是空想。优秀的文化传统需要有人弘扬，只有人才是活生生
的文化。因此，假如教育不注意向青少年传授优秀的文化遗产，
文化传统就会发生断裂。[7] 

从历史上看，教育的主要任务是保护所继承的文化，使其完

整无缺地一代一代传下去。所有社会莫不如此。 
(2)藉助于教育，文化得以传播与交流  
文化既可以传递，也可以传播交流从而达到文化的融合。历

史昭示我们：狭隘的地方主义会导致文化停滞，抱残守缺、固步
自封的文化，不管它有多么辉煌的过去，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前途。
一种文化只有对其他文化开放，在与其他文化的主动接触中吸
收、融合别的文化的优良因素，才能丰富和发展。文化的交流，
对于双方都是自我超越的过程，都是向自身灌注生命力和新鲜血
液的过程。一个民族只有自信地向其他民族学习优秀文化，以此
来弥补自己民族文化中的缺憾，重塑民族灵魂，开拓文化视野，
才能在文明的冲突中强大起来。  

文化的传播交流，可以通过教育、战争、贸易、移民等途经
和手段来进行。而学校教育被公认为是 有效的工具。  

1992 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教育大会第 78 号建议《教育
对文化发展的贡献》中指出:为了能更好地满足现代社会的要求
并对 21 世纪的挑战作出回应，学校必须面向社会、经济和文化
环境，成为一个富有成果的对话场所，并将其视野扩大到世界上
的各种文化，不论是区域性文化、国家文化或地方文化。 

(3)藉助于教育，文化获得判断与选择  
所谓文化选择，乃是对于某种文化或某一部分文化的撷取与

吸收或者舍弃与排斥。教育活动从其本质上说，就是一种文化选
择的过程。对文化进行筛选和提炼，贯穿了教育过程的始终。教
育活动对文化的选择借助于学校的课程和教材及依靠教育者。  

学校教材中的教学内容正是从人类浩瀚无边的文化海洋中
精心挑选出来，并经过系统的整理和加工之后呈现在教育对象面
前的。学校教育借助课程和教材所实施的文化选择除了具有鲜明
的时代特点之外，还经常带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德国人注重理性，
因而，哲学在学校课程中拥有较高的地位;美国人注重实用，因
而实用性和职业性的课程及其较受重视;英国人有重文雅、尊崇
古典人文主义的传统，所以人文课程在学校里占有较大的比例。  

另外，教师的个体文化在学校教育对文化的选择中也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这是因为，经过了文化选择的教育内容还只是“文
化源”，而将其内化为学生个体的精神财富，教师的个体文化在
其中起着“过滤”、“变通”、“重组”的作用。  

(4)藉助于教育，文化得以创新与发展  
一个民族的文化要想发展，必须有一大批具有的人去发明、

去创造，使本民族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体育及整个社会思
想意识体系走在世界文化发展的前列。学校是一个新文化创造者
的摇篮，用新方法培养出来的一代人，能超越他们的前辈，创造
性地解决人类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和未来可能发生的问题。实际
上，正是建立在这一目标基础上的现代教育，使当今世界文化以
过去无法比拟的速度向前发展。[11]当然，世界范围内各种文化的
相互交融也是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重要途径。正可谓是“世界因不
同而精彩，交流因不同而必要，创新因交流而迸发。”  

总之，教育要适应文化的发展，文化需藉助于教育而存在，
二者相互影响、相互制约。因而，在实际工作中，应以全面、发
展的眼光看待教育与文化的辩证关系，正视他们各自的内部结构
和发展规律，顺应二者关系的发展趋势，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
做到振兴教育，繁荣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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