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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lyn42"> 现在,有一种倾向,即把教育简单地定位于所谓人

力资源开发,知识及技能的取向被推向极端与绝对,出现教育功

能和价值工具化、功利化的倾向:以教育为手段,以学校为场

所,以学生为对象,从小学到大学,教育体系俨然成了现代化的

大规模生产线。 利化、实用化的倾向给教育带来了不容忽视

的弊端,主要表现为:一,选拔竞争日趋激烈,现今我国的学校体

系,与其说是一种教育制度,还不如说是一种以考试为基础的选

拔制度更为确切,以就业生存为基本诉求而展开激烈的竞争角

逐。高等教育现在是大众化了,但是大众化后好象竞争非但没

有减少,而且还愈演愈烈。二,负担压力日益沉重,升学压力、

就学压力、经济压力、就业压力都非常大。三,教育质量水平

日渐严峻,过于功利化、工具化,必然要丢失很多东西,比如,教

育与教养脱节,“有教育没教养”.知识与素质脱节,提高综合

素质,实现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本来是教育的基本诉求,但在

激烈的竞争下,原本属于素质范畴的东西也都外化为竞争的条

件,如各类艺术考级等.学历与学问脱节,目前,高学历特别是博

士学历需求旺盛,动力主要在于如企业高管、政府官员等成功

人士,原因不言自明。 诚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国家,教育以人

力资源开发为主旨是理所当然的,不去掌握知识和技能,不去开

发人力资源,教育的价值是无法凸显的。但是,仅仅掌握知识和

技能,教育的目的只实现了一半不到,教育的社会责任没有这么

简单,不应该到此止步。不能因为现实的需要就不顾长远,不能



忘了教育的理想和灵魂。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教育实现又好又

快的发展,是要强调“好”字当头。 化解教育发展中功利化、

工具化倾向,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为宗旨,促进教育全面、协调与可持续的发展。应十分注意以

下几个方面的关系: 正确处理教育发展当前急需和长远目标的

关系。近代中国的学校教育,很大程度上照般了近代西方的学

校教育制度,信奉工具理性和纯粹的科学实用主义,是世俗的,

也是功利的。当代中国的教育,理应兼具教化的功能。教育是

文明传承的主渠道,是理想、价值与社会精神构建的主要驱动

力,这是教育的本质特征。教育的定位,不能以培养和毕业的学

生数量为惟一尺度,应以全面发展为指向,把建设学习型社会作

为改革与发展的战略目标,使教育从学校走向社会,从学历的社

会迈上学习的社会,教育社会化,社会教育化,达到全民学习、

终身学习的新境界,努力实现学有所教。 正确处理突出重点与

全面发展的关系。推动教育全面、均衡发展,在建设比较完善

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的同时,构建终身教育体系。以学校教育

体系为教育发展的重点,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不能一讲教育,

就是简单的学校教育,就是小学、中学、到大学一个简单的链

条。事实上,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构建终身教

育体系被强调了好多年,还没有引起高度的重视。 正确处理单

一和多样的关系,既开发人力资源,为经济建设急需培养大批人

才,也推动教育多样化发展,拓宽成才渠道,为人的全面和自由

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学习过去主

要是在学校进行,现在越来越多地是在学校外发生的,特别是在

成人阶段。这一发展趋势昭示我们,教育事业面临着新的战略

空间,成人教育、社区教育、终身教育是教育发展的更高阶段,



在这一阶段,教育是非选拔、非竞争的,不是选择适合教育的

人,而是选择适合人的教育。只有全面发展的教育,才能造就全

面发展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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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