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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621.htm 各层级教育目标的制

定是从确立教育目的开始，按照教育目的→教育目标→课程

目标→教育行动目标的顺序进行的。而教育目标的实现，已

如上述则是从通过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实现行动目标开始

，所经历的顺序是：教育行动目标→课程目标→教育目标→

教育目的。教育目标的实现必须通过各种各样具体的教育、

教学活动，可以说一切教育、教学活动都是为实现一定教育

目标的。因此保证教育目标的实现，总是从搞好一个个具体

的教育、教学活动开始的。为了保证教育目标的最终实现，

不仅要编制适宜的行动目标，而且对每一层级教育目标的要

求，精神实质都能正确领会。但是由于教育外部和内部的多

种原因，使学校在实现教育目标上存在一些偏向。当前要正

确地贯彻落实教育目标要求、应特别注意克服以下两种偏向

。1．升学主义或唯升学教育，即日常所说的片面追求升学率

中学教育应当重视升学率，这对促进教育、教学工作，对人

才的成长、选拔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升学主义违背了中学

教育的性质，背离了教育目标要求，片面追求升学率，这是

应防止和克服的一种偏向。升学主义的要害在于把中学全面

的素质教育变成了应考教育，重视少数升学有望的优生，忽

视了大多数学生的教育培养，违背教育目标的要求，重智育

、轻德育、挤体育，丢掉美育、劳技教育，忽视各种素质的

提高。升学主义的表现和危害是多方面的，例如：文班、理

班、快班、慢班、补习班应运而生，把课程分为主科（升学



要考试的科目）与副科（升学时不考的科目），大三门（数

、理、化）小三门（体、音、美）；在智育上重知识，轻能

力，重书本，轻实践，考什么，教什么；加班加点，题海战

术，剥夺了学生休息、娱乐和体育活动时间等等，影响学生

心理健康和身体健康；在思想品德教育上，重灌输教育，轻

实际锻炼，注重形式，不讲实效，操行评语只写优点，不写

缺点等等。我们要正确地认识、分析升学和升学主义问题；

不能把产生升学主义这一偏向的责任推给学校领导和教师。

第一，要认识升学教育的意义，区分升学和升学主义。我们

要防止和克服的是背离目标要求，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升学主

义，而不是反对提高教育质量，提高升学率。第二，重视升

学教育是经济和教育事业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必然产物。古代

经济还不够发达，学校教育也没有分高等教育、中等教育，

不存在升学问题。由于经济发达了，教育上有了大学教育，

逐渐地重视升学教育，但经济和教育发展的程度尚不够，大

学教育的发展还不够普遍，更谈不上普及，升入大学只能是

一小部分人，于是产生了升学竞争，走向极端，出现了升学

主义。第三，从我国的实际看，重视升学率还有广泛的社会

原因：体脑差别、工农差别、城乡差别还长期存在，商品经

济还要继续发展；教育主要还是谋生手段；劳动人事制度中

还有堵塞学生就业出路的情况存在，社会不正之风挫伤通过

正当途径走上劳动岗位的积极性；“学而优则仕”传统观念

的影响仍然存在；在物质生活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之后，精

神文化需求增长，等等。以上这些，再加上相当多主管行政

部门和社会上把升学率的高低作为评价教育质量和学校工作

成绩的唯一标准，把它同待遇的高低、荣辱、政绩大小联在



一起，这都是升学主义得以存在的原因。因此不能把升学主

义的责任简单归之于校长、教师。克服升学主义是全社会的

事。但是作为教育工作者，在重视正常升学率的同时，应当

力求防止升学主义倾向，努力从教育工作内部克服这种倾向

，学校领导和教师可以在以下方面作出努力：①支持、拥护

促进教育结构的改革；②思想上始终坚持中学教育的基础性

，在学校和班级工作安排上保证各方面教育活动有适当的比

例，在德育工作中克服形式主义，重视劳动和社会实践；③

支持和促进考试制度的改革；④改革教育的内容、方法；⑤

对学生进行职业指导等。2．忽视“各有特长”，要求“平均

发展”日常工作中有的人用“德、智、体全面发展”来表述

教育目标。这样的表述体现了教育目标的共同要求，体现了

教育目标的方向性、统一性。作为日常用语比较简明，且在

多数人中通行。但在“全面发展”的理解上有歧义，因而在

认识上和行为指导上发生一些偏向。一是重视了全面发展，

忽视了“各有所长”，似乎二者不能得兼。其实全面发展是

对所有中学生的普遍的、共同的要求。除此之外，应当考虑

教育对象之间的差异。学生作为社会成员，必须适应社会发

展的一般要求，具有一定社会成员所共有的特点。同时，人

作为个性，又具有个人特点，个人的兴趣、爱好、能力、特

长。教育目标应当有普遍的统一要求，但又不是用一个模式

来铸造人。在贯彻、落实教育目标的普遍要求的同时，又要

根据教育对象的个别差异，因材施教，把全面发展的统一要

求与发展个性特长的多样性辩证地结合起来。北京景山学

校20多年的研究和改革实践证明，“全面发展打基础，发挥

特长育人才”符合培养人才的规律，体现现代教育的特点。



上海建平中学的改革按“合格加特长”要求学生，已取得一

定的成绩和经验，也是符合这一精神的。另一种偏向是把全

面发展理解为“平均发展”，即德、智、体各方面都得到同

等程度的发展。如果说前一种想法是忽略了不同个体间的差

异的话，这一种想法则忽略了同一个体各方面发展的差异性

。十个指头有长短，每一个体各方面发展不平衡是正常的。

作为教育目标，要求德、智、体各方面发展达到一定的水准

，但并不要求各方面发展达到同等水平。要求同一个体各方

面发展达到同等水平，其典型的或极端的表现是要求“全面

优秀”、“门门五分”。这是对全面发展的严重曲解。人的

发展受到各方面主客观因素制约。所谓充分的发展，只能理

解为在一定社会条件、教育条件允许的前提下，个体所具有

的发展可能性得到最大程度的实现。由于生理的原因，社会

条件、教育条件的变异，各种必然的、偶然的因素的影响，

人的各方面发展不可能达到理想的水平。学习了教育学，克

服对“全面发展”日常理解上的偏向，对我们的实际工作的

指导意义在于：①要注意因材施教，注意发展学生的特长，

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和特长。②改革评选优秀学生（三

好学生）的工作，既坚持教育目标的统一要求，又不能不切

实际地要求各方面全优。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