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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素质教育是为社会和人的发展服务的一其 实质 在于以人 的潜 质为基础 ，以社 会需要为标 准而进，圩、因此，建 王完 

备的教育制度，茂革考试 度．发展合智是推动素质教育的关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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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更新观念．实施素质教育 

众多专家就素质教育的内涵从不同角度做出多 

种界说，主要有：从时代需要出发强调培养人的社会 

适应性；从未来发展出发提出对人的身心潜能全面 

开发；从全面发展角度提出六要素(思想品德，文化 

科学、身体健康 、审美情趣、劳动技能、心理人格)；从 

个性出发强调人的特长与创造力；从素质的结构出 

发分为生理素质、心理素质、社会文化素质的层次说 

等等。综合而言，其要义在于依据社会和人的发展 

需要，以全面提高和开发全体学生基本素质和潜能 

为目的以个性特长的培养为补充的教育。 

各位专家学者的论述丰富了素质教育的内涵， 

但过于苛求全面性，潜能性是不符台事物矛盾运动 

和发展观的英国物理学家贝尔纳曾说过：“过于劐板 

的定义有使精神实质被阉割的危险。”作为社会产物 

和人的需要的教育，一方面要受社会发展的制约，另 

一 方面又具有极强的能动性，其主要功能有：主导A 

的身心发展、政治的、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优化 

人口的、平衡生态等功能。因此我们必须把教育与 

社会，教育与国情结台起来，进行辩证 的论证 才能 

弄清素质教育是什么。 

首先 我国的素质教育取决于我国教育的现实 

条件，这个条件正如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郝克 

明主任所言；我国教育有两个历史性任务，·是培养 

高素质人才迎接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二是教育利 

技与经济一体化发展 也有三个难点 一是如何解 

决中国用占世界 2％的教育经费培养占世界 13％的 

人 I=1的问题；二是如何适应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 

市场经济的转变，积极推进教育体制的改革与创耨 

的问题；三是如何实现教育结构、人才培养模式 、教 

育观念、教育方法等的转变问题 概 言之 我国教育 

最根本的问题是解决好育人与国民经济发展相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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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避免教育不足或教育过度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 

不良影响 当前，我国教育既要解决教育不足—— 

国民人口中文盲，半文肓较多，又要解决受教育者就 

、 难的表面过度——即就业者中文盲，半文盲仍占 
一 定比例，大中专毕业生又挤不上岗，这是就业用人 

体制不健全之故 所以，我国教育采取多渠道筹资． 

阔整教育结构和目标，确保基础教育，适当放开中高 

等教育成了现实的必然趋势。在人才培养目标上应 

大胆采取 ”抓好两头，搞活中间”的策略。”抓好两 

头”就是培养“两种人”：一是向下突破，抓好普通劳 

动者的培养；二是向上突破，培养学术精英，占领科 

技制高点，“搞活中间”就是中级人才的需求，可采取 

岗位培训，技能比武，成人教育，学术会议等来完成 

其次，必须明确素质教育的观念．在这里应肯定 

三点，一是素质教育要面向 2l世纪社会发展的需 

要；二是素质教育要适应现存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可 

能；三是适应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受动性与能动性 

的特点。所以，我们必须坚持用现实，发展论来认识 

素质教育。它的涵义应当是：凡是能培养受教育者 

适应一定社会发展所需的国民意识、懂劳动价值；掌 

握科学文化基础；会学习；适应环境；具备应变与创 

新能力；拥有审美情趣和优良个性品质的教育都是 

索质教育。其核心是在适应现实和发展的基础上为 

人服务，其特征是随时代需求变化而变化 ，以免束缚 

人们的观念和行为，进行合理的素质教育定位，而不 

是什么追求完美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定位 

二、素质教育实践中的问题 

(一)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 

众所周知，传统教育强调现存文化的继承和学 

习，它有利于学生掌握系统的知识，但不利于能力培 

养和创新。在传统教育中以分划线，人为地把学生 

划分成可以升学和不能升学者。这既不科学，电不 

道德。所以创造适合受教育者发展的教育是素质教 

育的首要任务 但有的教育行政部f7在推行素质教 

育时，一方面增加了不少音体美、劳技、制作、科普等 

课程和活动，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所实施的素质教 

育得不到质量保证，遂逐一对所开课程进行闭卷考 

试，使学生觉得素质教育反而不如应试教育轻松，这 

是典型的借素质教育之名，行应试教育之实的做法， 

光靠考试能说明多大的问题呢?正如丁肇中教授所 

言：学生考得再好也不能证明什么，因为他所证明的 

是别人早已证明了的问题。 

(= 1功能偏激倾 向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不够发达，国民经济 

结构不甚合理，在培养什么样的人才方面，有 一些功 

能偏激化颊向：其一，过分强调教育的经济功能，鼓 

吹“人力资本”、“人才唯～”论，把教育的目标局限在 

为国家培养多少应用型人才上，过分注重教育产生 

了多少经济效益，忽视教育的社会效益 这种功能 

偏激化倾向把教育作为一种应急措施会l严重束缚素 

质教育的实施不可能产生长远的综台的整体效益。 

其二，过分强调“精英治国”论，忽视普遍性的教育 

他们认为教育的质量在于满足人和社会的程度，离 

开客观需要就谈不上敦育质量一所以，应培养大批 

的专才，学术精英以适应社会的要求 其实，合理的 

经济结构是 与合理的人才结构相适应的，台理的人 

才结构应是学历结构 、年龄结构、职业结构 性别结 

构、地域结构等相适应：经济结构所需人才就是少 

量的精英、大量的科技应用型专才及广泛的普通劳 

动者有机构成的垒字塔型结构，任何顾此失彼都会 

造成人才结构的失衡而影响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其 

三，走违大众化遭路，这是古代教育教劳分离时代的 

特征，培养拥护其领导的顺民，忠实执行其领导意志 

的官吏是教育目标所在。当今时代是竞争激烈的知 

识经济时代，如果由没有创新精神的公民组成的民 

族是没有希望的。知识经济欢迎那种敢于把高新技 

术推向实践的创业者 更欢迎那种集教授 、发明家 ． 

老板、工人四位一体的新型劳动者。要知道当今世 

界贸易中知识胜过一切．．比如．按重量计算的语，每 

吨高型号‘波音、飞机可卖到 1／3吨黄金价格；我国 

要送给每个法国人两双鞋才能换回一架“空中客车” 

飞机这是多少资源和劳力啊j所 以，素质教育应立 

足于时代需要和个人发展需要的结合 走百J持续发 

展之路。 

三、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 

教育虽然提高了人民的文化水-．7-，但世界上文 

盲，半文盲仍占较大比例，同时，在发达国家或地区， 

存在许多“富贵病”一精神颓废、良心泯灭、道德沦 

丧、人情淡薄、极端个人主义 性堕落、治安恶化、行 

业欺诈等等。其实，教育价值需体现在社会综合经 

济平衡上，人类最大的公平性在于实现平等生存 I司 

工同酬、睦邻友好 、填平代沟、淡化自我、尊重他人 、 

共谋发展。那么，在索质教育实践中，正如前国家教 

委副主任柳斌所讲：转变教育思想是大前提：建设好 

校长和教师队伍是关键；建立科学砰价制度是tSL 

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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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键点——建立完备的国民教育制度 

素质，首先是大众化的基础素质，不论作为政府 

首脑还是科学家、教授甚至普通劳动者都需要的共 

同素质 ，这是人未来发展的基础 它必须由最可靠 

昀教育作保证，这就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不论是素质 

教育倾向还是应试教育倾向，再：Jl2-今后一整套 

民教育体系就构成最大的素质教育关口，它是传递 

文化和促进人的社会化的重要保证。其次，作为幸t 

会各层所需的专门素质，可在各类高等教育及研究 

机构 中完成 。 

(-二)动力点——改革考试竞争制度 

任何人的学习成果都要接受各种形式的检验。 

目前主要是考试制度在评判人的发展状况，考试制 

度本身并没有错，关键在于考哪些方面、怎样考、评 

判标准是什么。社会需要和未来发展趋势决定人才 

的数量、质量及结构。传统考试选拔的是少部分书 

本知识扎实者，摒弃了大量的有爱好和专长的人。 

为什么传统教育中认为没出息的人在社会中多数会 

成为有所作为的人?就连当今美国的教育也在反思 

为什么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没培养出富翁来，反 

而是没完成学业者成为富翁者居多 因此，考试制 

度的改革势在必行。考试在内容、形式 答案、时间 

安排上应灵机应变。首先，选材观念上应重视成材 

是多方面因素 、多方面才能的综合，目前提出了智 

商、情商 德商、创商、财商等的有机结合的观念。其 

次，知识经济强调创新能力、应用能力，现行的分数 

固定 、时间固定、考知识掌握情况的闭合式试卷不利 

于人才素质展示，应改为时间固定 分数不限的开放 

式试卷，即在同等时阐里于某些题材方面考生有几 

种思维和解题方法，让他展示出来，并且得相应的该 

题分数，这样既能区分考生水平、又能避免考分相同 

而难于录取现象。 

(三)突破口——合智的培养 

美国有心理学家对一群 3岁的高智商儿童进行 

了长达 5O年的追踪研究，发现成功者仅限于那些具 

有稳定情绪、果敢意识、强抗诱惑力、毅力坚定者一 。 

这告诉我们非智力因素在成材中的作用，它对智慧 

活动起着动力、导向 维持 、强化 、补偿等作用 只有 

善于学习、勤于思考、勇于实践的素质才能将知识转 

化为能力。作为非智力因素的培养应注意以下几 

点 ： 

1．重视智力水平的差异和性差。智力好者一般 

有较好的菲智力因素，也有不高者，因此抓非智力因 

素来巩固和发展其智力优势 低智商者其非智力瓦 

素一般较低，需抓易生效因素．扬长避短、促进其学 

习的坚持性和情绪的稳定性，此之谓“勤能补拙 。 

在性差上，固生理、教育 、传统的原 ，小学阶段女生 

优于男生，直至初三，男生才追上女生并开始优f女 

生。如何根据各自发展特色因材施敦是针对性别差 

异教育的切人点。 

2．发展“合智”这种智慧是科学性与人情味的结 

合，它既是日本人善 于集“汉才”与 洋才”于一体的 

“大和智慧 (学习快、吸收快)，也是智慧善于与环 

境 现实、未来相结合的综合性 、创造性的艺术智慧。 

古人说得好：“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 至理 

则无理，至情则无情。在生活和教育中要善于移理 

于情 ，得理而让入使剐人感受你的人格魅力：得理不 

居傲而使理有发展余地；要托情于理来感化人才有 

助于问题的解决；要富于创新，更要有乐观练达的生 

活态度和信念，才能感受到教育的美、科学的真 人 

性的善、生活的爱。也只有热爱事业、热爱学生的老 

师才看得见学生的长处而加 培养。只有还给学生 

看书权、思维权、讨论权才能形成“我要学”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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