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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马克思的教育思想见于其诸多著作当中，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部分。在《哥达纲领批判》中，

马克思批驳了拉萨尔主义的观点，揭露了拉萨尔派教育理论的实质，阐明了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

等观点，是当代教育工作重要的理论来源。深入探究《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教育思想，有利于强化党对

教育工作的领导，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强化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不断完善

和发展新时代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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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Marx’s educational thoughts are found in many of his works and constitute an important part of 
Marxist theory. In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Marx refuted the view of Lassarism, exposed 
the essence of Lassarism’s educational theory and clarified the early combination of produ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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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bor and educ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source of contemporary education. Deeply 
exploring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in the Critique of the Gotha Program is conducive to strengthen-
ing the Party’s leadership over education, adhering to the combination of education with productive 
labor and social practice,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free and comprehensive devel-
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constantly improving and developing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of the 
new e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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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哥达纲领批判》的写作背景 

19 世纪 60 年代，德国资本主义大生产的迅速发展，使得工人阶级团体急剧膨胀，德国民主运动和

工人运动重新高涨，其中涌现出的两个主要工人政党，分别是全德工人联合会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全

德工人联合会又为拉萨尔派，信奉超阶级的国家观，主张通过和平的议会斗争进行改良以实现社会主义，

自上而下地统一德国，是机会主义的奉行者。而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又称爱森纳赫派，反对拉萨尔主义，

主张同普鲁士专制制度进行斗争，自下而上地统一德国，其政治立场使其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指

导与支持。巴黎公社失败后，德国工人运动的形势发生变化，两党合作成为大势所趋，迫于党内党外的

双重压力，两党宣布合并。1875 年 2 月，德国社会民主工人党和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哥达召开合并预备会

议，并拟定了纲领草案《德国工人党纲领》。《德国工人党纲领》“尽管满是民主的喧嚣，却彻头彻尾

地感染了拉萨尔宗派对国家的忠顺信仰，或者说感染了并不比前者好一些的对民主奇迹的信仰，或者说

得更确切些，整个纲领是这两种对奇迹的信仰的妥协，这两种信仰都同样远离社会主义”([1], p. 30)，爱

森纳赫派为了达成两党合作的局面，在诸多原则性问题上对拉萨尔派进行了妥协。1875 年，马克思撰写

了《德国工人党纲领批注》，对该纲领进行了严厉而彻底的批判，后来该文连同他给白拉克的信被通称

为《哥达纲领批判》。 

2. 《哥达纲领批判》中的教育观 

2.1. 主张教育平等建立在共产主义社会基础上 

在马克思所谈的“现代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中，实现教育的阶级平等是不现实的。拉萨尔派反

对暴力革命，主张把资本主义和平地改造为社会主义，《哥达纲领》实则没有摆脱其资本主义立场。而

在资本主义社会谈平等的国民教育，看似是在维护工人和农民的权益，实际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用以掩盖

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的又一手段。马克思认为，教育是由社会关系所决定的，是“由社会通过学校等等

进行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干涉决定的”([1], p. 46)，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中，资产阶级

通过榨取工人的剩余价值来增加自己的财富，其本身于生产劳动的贡献是极其微薄的，因而，对于当时

在美国已经实行的“普遍的义务教育”来说，“事实上这不过是从总税收中替上层阶级支付了教育费用

而已”([2], p.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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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平等的国民教育”，马克思并没有给予明确的解释，而是以两个反问句“是不是以为在现代

社会中教育对一切阶级都可以是平等的呢？或者是要求用强制的方式使上层阶级也降到国民学校这种很

低的教育水平，即降到仅仅适合于雇佣工人甚至农民的经济状况的教育水平呢？”([2], p. 29)，讽刺了拉

萨尔主义关于教育平等的真相。但是，为了改变教育服从于资产阶级发财致富的条件的现状，无产者当

然应该首先打倒本国的资产阶级，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以谋取无产者的教育权，进而为实现教育平

等创造条件[3]。而事实上，教育的阶级性只有在消灭了阶级后才能得以消除，届时，在共产主义社会的

基础上，真正的教育平等才能实现[4]。 

2.2. 要求维护教育的相对独立性 

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主张由国家进行国民教育，不过是将教育当作了资产阶级进行思想奴役的

工具，它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拉萨尔派的超阶级国家观在此处暴露无遗。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

里明确指出，“用一般的法律来确定国民学校的经费、教员资格、教学科目等等，并且像美国那样由国

家视察员监督这些法律规定的实施，这同指定国家为人民的教育者完全是两回事！”([2], p. 30)。资本主

义国家所主导的教育是同生产资料私有制所联系在一起的，资产阶级统治者通过教育麻痹人民，使其心

甘情愿地接受自己被剥削的事实，从而达到传播意识形态、掌握文化领导权的目的，在思想上进行统治。

“资产者唯恐失去的那种教育，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把人训练成机器”([1], p. 45)。 
根据马克思的观点，教育具有相对独立性，这体现在教育自身的规律性以及其与生产力和政治经济

制度的发展所表现出来的不平衡性上[5]。因此，“应当把政府和教会对学校的任何影响都同样排除掉”

([2], p. 30)，国家仅为教育提供硬件支持和起到管理监督的作用。在当时的“现代社会”中，要想打碎资

产阶级的思想枷锁，从根本上需要无产者们团结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统治，以暴力摘除此等教育的社会

根基，进而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民，传播共产主义的观念，培养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战士。在《共产党

宣言》里马克思写道，“共产党人并没有发明社会对教育的作用；他们仅仅是要改变这种作用的性质，

要使教育摆脱统治阶级的影响”([1], p. 46)，对于教育，应当维护其独立性和自主性，以发挥其培育人全

面发展的真正价值。 

2.3. 强调生产劳动与教育的早期结合 

《哥达纲领》中“禁止儿童劳动”，这一看似正义的诉求，实则是对当时经济发展规律的漠视，遭

到了马克思的严厉批判。大工业时代，由于机器和分工的推广，工人成为了机器的附庸，花在工人身上

的费用愈发减少，工人们面临着严峻的生存考验，因此妇女和儿童也需要参与生产劳动才能维持生计[6]，
“普遍禁止儿童劳动是同大工业的存在不相容的，所以这是空洞的虔诚的愿望”([2], p. 31)。根据异化理

论，工人们性别与年龄的差别已经失去了社会意义，他们都不过是劳动的工具，唯一的差别就在于他们

对应了不同的劳动报酬罢了。在这里，马克思认为儿童参加劳动是在保障其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在此基

础之上才能予以儿童教育和发展。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给当时最先进的国家提出的十

条建议里提到：“对所有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现在这种形式的儿童的工厂劳动。把教育

同物质生产结合起来([1], p. 50)”，显然，当时的社会经济基础远还无法实现这样的要求。 
在当时这一历史时期内，这一切不过是唯心主义幻想的纸上谈兵，而实际上能够发挥作用的举措，

正如马克思所说是“按照不同的年龄阶段严格调节劳动时间并采取其他保护儿童的预防措施([2], p. 31)”，
在此条件之下进行生产劳动和教育的早期结合。一方面，给予学校里学生参与社会生产劳动的实践机会，

促使其理论与实践的转化，为培育无产阶级生力军创造条件。另一方面，给劳动工人提供教育，不断丰

富其科学知识、提高生产技能，提高其政治觉悟，使无产阶级能不断从所有阶级中得到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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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哥达纲领批判》中教育观的启示 

3.1. 坚持党的教育方针指导 

《哥达纲领》之所以受到马克思的严厉批判，根本原因是其严重浸染了拉萨尔主义，站在了无产阶

级的对立面，与科学社会主义背道而驰。其中关于教育的观点，无不体现着拉萨尔派对于资本主义的屈

从和对革命的软弱，注定无法带领工人取得胜利。在对此进行批判的基础上，马克思提出了无产阶级政

党的路线方针，进一步阐述了过渡时期理论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肯定了社会主义时期的必要性。在这

一时期，教育工作应当坚持党的领导，发挥其对实现共产主义事业的作用。 
当前，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阶段，社会基本矛盾已经发生转变，作为具有先进性的马克思

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对于新时代教育的发展方向做了新的规定。党的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人才

进行“三位一体”统筹安排，并指出，当前我国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为现代化建

设提供人才支撑[7]，这是基于我国国情与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所作出的科学决策，是教育工作的根本

遵循。 

3.2. 教育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 

与上述所处的时代不同，当前我国早已铲除了童工现象普遍存在的土壤，但这并不意味着要否定青

少年参与生产劳动活动。根据马克思的观点，劳动的真正目的是创造了人本身，人们在劳动的过程中不

断发挥“人自身的自然中蕴藏着的潜力”，从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纠正了劳动异化这一现象

后，应该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青少年的劳动精神，把劳动作为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工具，

在劳动和奉献中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8]。具体来说，一方面，现代科学知识和技术的价值有赖于投入生

产劳动而实现，另一方面，现代化生产的高速发展对劳动者不断提出新要求，只有不断进行学习，才能

适应社会的需要。因此，正如习总书记指出，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通大中小学各学

段，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 
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论，实践是认识的目的，认识从实践中来，最后要回到实践中去，与实践

相结合，为实践服务、指导实践，教育作为间接经验的主要获取来源也应如此。实践育人是新时代我国

教育方针的重要价值导向之一，也就是说，教育应当做到理论联系实际，以社会现实作为自己理论的基

础，理论课与实践课并举。目前，各大高校普遍设置了配套的实践课程和实践平台，高等教育的人才培

养体系不断完善。但是，实践课程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实施仍存在许多阻力，对此，相关教育部门仍需不

断调整实施对策，把实践板块切实纳入到教学计划中来，并将其落到实处。 

3.3. 教育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培养什么样的人，是教育工作要解决的首要问题。马克思认为，教育的根本目的是实现人的自由全

面发展，人们通过教育获取科学文化知识和掌握生产劳动技术，并在此过程中不断发现自我、认识自我，

实现自己的本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其教育思想也在我国的社会基础上得到继承和演变，在

不同时期我国的教育方针中都有所体现。1957 年，毛泽东提出了新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教育方针：“我

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

的劳动者”[9]。而后经过多次的补充完善，最终形成了我国如今的教育方针，即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是基于我国当前发展形势和人民的发展诉求所提出的，深刻的把握了

教育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宏观要求，以及教育促进人全面自由发展和现代化的微观需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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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实行五育融合教育是促进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关键途经。一方面，五育融合是对党和政府“五

育并举”的教育方针的贯彻和发展，体现了我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教育方向；另一方面，五育融合教

育是“全人教育”的延伸，即运用整体性的观点，突出学生的完整性地位，使学生作为一个全面且完整

的人去发展[10]。当前来说，应当加快将各大中小学学段都纳入到五育融合的育人体系的进程，注重各个

环节的整体性，同时加强过程性评价，发挥学生的主体性，引导学生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始终以培

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教育导向。 

4. 结论 

马克思虽然未对其教育观有系统性的论述，但是他在教育工作方面的影响是深远的。他对于教育平

等、教育的相对独立性以及劳动与教育相结合的观点存在许多合理的因素，对于我国的教育工作开展有

重要的参考意义。当前，我们应在马克思教育思想的指导下，结合我国教育实际，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

特色的教育工作路线，促进我国教育理论与教育事业的共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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