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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的必然走向 一、素质教育的含义 （一）什么是素质教育 

探讨素质教育问题不能拒斥素质教育到底是什么的难题。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就素质教育的问题

展开了激烈的争论，给素质教育以各种界定。这些定义，或

把素质教育看作一种教育思潮，或把素质教育看作一种教育

模式，或把素质教育看作一种教育政策等等。这些见解虽各

有见地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素质教育问题的深入展开，但

却并未形成一种共识，因而很难放之四海而皆准。 我们认为

，素质教育并不是一种科学的事实范畴，而是一个不断发展

、变化的教育价值范畴。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

其实质在于传统教育价值观念与现代教育价值观念由冲突走

向整合，从无序走向有序，最终形成一种稳定的教育价值观

念体系。如果一味地认定素质教育就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范畴

，进而从传统知识论的方法穷追素质教育的范畴本质，必然

作茧自缚，陷入抽象的本质论的争论之中，难以自拔。因为

我们探讨素质教育问题的目的，并非要想获得素质教育的概

念的知识， 而在于如何在现实的教育活动和行为中理解和追

求素质教育对人的生存和发展所呈现的意义。 尽管素质教育

具有广泛的解释阈，但我们认为，从教育价值论的角度来对

素质教育进行界定是比较合适的。正因为如此，我们认为，

素质教育是立足于人的生命整体，超越人的自然素质，建构

个体主体精神，进而促进个体自我完善和发展的教育。其价



值取向是，使学生学会做人、学会认知、学会做事、学会交

往，最终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二）素质教育提出的历

史背景 1，素质教育是改革“应试教育”的必然出路从教育

自身的发展来看，我国基础教育长期陷入“应试教育”的误

区。打上引号的“应试教育”具有特定的内涵，主要是指那

种脱离人和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以考试为中心，唯分是举

，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教育。它所追求的是一种典型的功利教

育价值观念，表现在课程方面，就是偏重学科知识、技能的

传授和培养，而忽视学生良好个性和道德操行的养成；从教

学组织形式而言，教师习惯于课堂教学上的“满堂灌” ，而

学生一味地呆读死记；就师生关系来说，相互之间并非一种

截然对等的“主客”关系。在这种教育价值观念的指导下，

分数成了学生奔一个好前程的敲门砖，排队成了教师的荣辱

榜，升学率成了学校的生命线，而教育行政部门正是以此去

调动并刺激学生、教师和学校领导的积极性。如此，就使学

校教育背负着沉重的考试负担，教师、学生、家长，特别是

青少年学生的心灵就会受到莫大的伤害，导致我国基础教育

的发展， 严重背离了树人、育人，促进个体全面发展的教育

价值追求，使我们所培养的学生只能应付考试，而缺乏实践

中的创造能力，难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2.素

质教育顺应世界教育改革的潮流 素质教育的提出，本质上属

于新技术革命浪潮冲击下世界教育改革的一部分。从这个意

义上说，它是我国改革开放顺乎世界潮流而在教育领域进行

改革的有力证明。进入 20 世纪80 年代以后，各国在面向世纪

战略的考虑下，差不多都把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到

了教育改革的议事日程。 1983 年，美国高质量教育委员会经



过历时一年半的调查，提出了题为“国家处在危险之中，教

育改革势在必行”的研究报告。报告指出，为了积极参与“

在全球进行着的才能的再分配” ，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 

“必须致力于改革我们的教育制度” 。所谓“高质量教育”

的目标，就是“帮助所有的学生最大限度地发挥他们的能力

” ，要求学生必须具备尊重智力、成就和学问的品质，具备

使用智力、成就和学问的能力，具备确定目标的能力，具备

有秩序有系统地进行工作的能力。 1983 年底，法国全国高中

改革小组向法国政府提交了题为“21 世纪前夕的高中及其教

育”的报告。报告指出，几个世纪以后，仅仅培养“尖子”

为高等学校输送人才的传统的教育目标已经发生动摇，正在

转向“培养青年人，极大限度地发挥他们在智力、手工、体

育和艺术方面的潜力，使他们在各方面都得到均衡发展” 。

1985 年，日本临时教育审议会通过了“关于教育改革的第一

次审议报告” 。报告强调，为了使新一代面向 21世纪， “在

学校里要特别注意贯彻德智体各方面协调发展的基础教育” 

，“使孩子们学到各项基础知识， 具备人生成长过程中所必

须的基本素质及丰富的个性和社会性，培养真才实学、健康

的体魄和美好的心灵” 。从我国具体的社会、文化背景来分

析，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体制转

变的关键期，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市场机

制的优胜劣汰的利益原则一跃进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进

而引发人们生活方式，思维方法，以及价值观念的冲突和变

革。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变革以及由此带

来的各种竞争和社会问题，都要求每个人必须具有较高的综

合素质，而这一切都要通过素质教育来培养。由此可以看出



，素质教育在我国的出现及被重视，既是在新的形势下国家

对教育提出的要求，也是教育自身改革与发展的需要，同时

也是当今世界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 （三）素质教育的基本

点 1.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 社会的进步是以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为前提条件的。 没有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就没有经济结构的

演变，没有技术的进步和知识的创造。其结果是没有经济的

增长和社会的文明进步。劳动者素质的高低， 不仅反映了人

力资源结构对经济结构的适应性， 而且反映了人类创新 （包

括技术创新和制度创新）的能力，而这两个方面都是经济增

长的前提条件。为了能使我国经 济持续增长，就必须通过素

质教育来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一般来说，素质教育的基本

内容包括： 第一，素质教育不只是传播专业知识和技能，更

重视人的其他方面素质的培养，特别是 文化素质，因为文化

素质是一种基础性的素质。对于其他素质的形成和发展具有

决定性的影响，对于人的人生观，价值观和世界观具有决定

性的作用。 第二，强调素质教育的核心思想是做人。因为良

好的素质可以把外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升华为人的稳

定的品质和素养。 第三，素质教育的内涵是学会生存、学会

关心、学会共事、学会明辨各种是非。 第四，素质教育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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