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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生：创建和谐教育 培养和谐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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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须培养和造就一大批具有和谐发展理念、掌握和谐发展规

律、具备和谐社会建设素质和能力的人才，从这个意义上说，创建和谐教育，培养和谐

人才，既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也是新形势下教育改革与发展所面临

的新的重大的战略性课题。创建和谐教育，就是要运用科学发展观和和谐发展理 念统揽

和协调教育过程中的各种教育因素、关系和资源，确保教育在和谐社会建设中的重要地

位和作用更凸显，确保教育在科学发展的方向上不偏离，确保教育在推进和引领社会全

面发展的进程中有作为。 

  和谐教育的关键在于培养和谐人才  

  和谐教育既是社会发展特别是教育科学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构建社会

主义和谐社会对教育提出的必然选择。  

  教育科学作为社会科学和人类文化的重要组织部分，从来没有停止过对和谐的追寻

与思考。例如，围绕教育的最高使命问题，美国著名科学史学者乔洛·萨顿提出：“生命

的最高目的是造成一些非物质的东西，例如真、善、美。”人类创造的科学（包括哲学

社会科学）的最高使命正是追求这些“非物质性的东西”。在教育要培养什么样的人的

问题上，爱因斯坦提出：“青年人在离开学校时，是作为一个和谐的人，而不是作为一

个专家。照我的见解，在某种意义上，即使对技术学校来说，这也是正确的，尽管技术

学校的学生将要从事的是一种完全确定的专门职业。发展独立思考和判断是一般能力，

应当始终放在首位。”在教育根本宗旨问题上，王国维把人自身的和谐提高到教育宗旨

的高度，他认为：“人之能力分为内外二者，一曰身体之能力，一曰精神之能力。发达

其身体，而萎缩其精神，或发达其精神，而罢敝其身体，皆非所谓完全者也。完全之人

物，精神与身体，必不可不为调和之发达。而精神之中又分为三部，知力、感情及意志

是也，对此三者而有真美善之理想。‘真’者知力之理想，‘美’者感情之理想，

‘善’者意志之理想也。完全之人物不可不备真美善之三德。欲达此理想，于是教育之

事起。”王国维把人自身的和谐发展作为教育的根本宗旨，充分体现了以人为本的先进

理念。还有蔡元培“五育并举”的和谐教育思想，陶行知“教学做合一”的和谐教育观

点等等，都从不同历史角度和理论观点，论述了和谐教育是现代教育的本质特征，是现

代教育发展的必然选择。  

  和谐教育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题中应有之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一项复

杂而庞大的社会系统工程。在诸系统的和谐中，人的和谐始终是第一位的，起主导作

用。人的和谐是社会和谐之本。而人的和谐关键在教育，只有和谐的教育，才可能培养

出和谐的人才。  

  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为创建和谐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社会条件，教育要从根本上

实现和谐，必须依靠全社会的和谐发展，以社会的和谐发展促进教育的和谐，从社会发

展的全局上协调并发挥教育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另一方面，构建和谐社会，也为教育提

出了新的人才培养标准，要求教育必须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这一总体目标上，重新

审视自己的人才培养方略，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持和智力保障。  



 

  培养和谐人才要处理好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  

  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关系，是创建和谐教育的重要范畴。正确认识两者的关系，

对创建和谐教育，培养和谐人才意义重大。科学知识是什么？学习和探索科学知识为什

么？运用科学知识为谁服务？从来不是科学知识本身所能回答得了的问题。这一问题的

根本在人，只能由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来回答。正如爱因斯坦所说：“科学虽然伟大，

但他只能回答世界是什么的问题，至于应当怎样的价值目标，却在它的视野和职能的范

围之外。”  

  这就向我们教育工作者提出了一个严肃的课题，和谐教育必须坚持科学教育规律与

人文价值规律相统一，坚持科技强国战略与人本教育理念相结合，把正确的世界观和价

值观体现在办学方向、教育理念、发展思路、培养目标和教育教学的全过程。要正确认

识科学规律与人文价值的辩证统一关系，必须明确以下三点。  

  首先，知识是教育的基础和载体。“智为进德之基”，“智不能周，力不能胜”。

科学的思想方法、正确的理想信念、高尚的道德情操，都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科学基础之

上，正如列宁所说：“文盲是不能进入共产主义的。”其次，人文是知识的意义和方

向。“德为才之帅也”，“德薄浅而位则深鲜不及焉”。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和道德观的

把握，任何知识都可能带来危险。再次，人是一切教育的核心和目的。大学不仅是知识

的殿堂，更重要的是它也是一种精神的存在、文化的存在、信念的存在，乃至生命的存

在。这种存在固然缺少不了知识的支撑，但有了知识也未必一定转化或升华成为精神、

文化和信念。不重视大学精神的塑造和文化的积淀，不懂得如何运用这种精神和文化去

影响人、感染人，不能有效地将人的智力与非智力、理性与非理性统一起来，就必然造

成人的物化、异化和分化，这样的教育是不和谐的教育。  

  随着世界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的广泛应用，人才培养的

现代科技含量将会越来越高，而对人才的精神信念和道德素质的要求也越来越严格。我

们要适应现代科技的发展要求，适应先进文化发展方向，就必须坚持科学规律与人文价

值规律相统一的观点，在提高教学现代科技含量的同时，大力加强道德教育的首要地

位，不断提高人才的道德素质和文化修养，确保现代科学技术永远掌握在忠诚的马克思

主义者的手中。（作者系福建教育出版社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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