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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陶西平关于素质教育的论述 

              

     摘自陶西平在中国教育学会第十八次年会上的发言《以学习求发展，加快教师专业化步伐，推动学校教育的

内涵发展》中关于素质教育的部分。 

      素质教育的提出。 

      “文革”以后拨乱反正，党和国家转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当时提出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出

好人才”，后来提出“多出人才，出好人才，提高国民素质”，后来又提出“基础教育的主要任务时提高国民素

质”，这样就导引出来一个素质教育。另一方面，这也是教育改革自身发展的一个趋势。在“文革”中，批判了17

年教育的所谓“三中心”即“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从而使教育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特别

是学校教育。在拨乱反正后，为了恢复教育和提高教育质量，首先就要恢复17年教育中的一些好的传统，最重要的

就是还要重视课堂教学，重视教师的作用，重视书本知识的传授，因此提出了加强基础知识的学习和基本技能的训

练即所谓的加强“双基”。随着国外教育观念的不断引入以及国内教育革命的深入发展，大家觉得光提双基不够，

又提出“加强双基、培养能力”的概念。又进一步，特别是关于智力发展的概念引入之后，又提出“加强双基，培

养能力、发展智力”；这还不够，还要加上情感因素、意志因素等，并把这些概括为“非智力因素”，于是教育改

革的内涵又变成了“加强双基，培养能力，开发智力，发展非智力因素”……，教育改革的内涵越来越丰富，对人

应具有的素质的理解也越来越深刻。在这个过程中，到了1983年，有的学校就提出用一个东西来概括上述这些内

容，素质教育的概念就提出来了。有人说“素质教育是个筐，什么东西都往里面装”，从素质教育提出的过程来

看，还真有那么点意思，由于需要培养的要求越来越高，总要找个东西把它概括一下。这实际上反映了国家对提高

国民素质的要求，也反映了教育改革的深化，是两者结合的结果。素质教育一提出就引起了争论，并延续了很多

年。争论的主要问题是：素质教育的提法不够科学，内涵不够明确，体系不够系统；素质教育的提法和应试教育对

立起来会产生误导；素质教育和传统的教育之间是个什么关系，是不是要否定传统的教育等。 

    我认为，我们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还是要坚定不移地推进素质教育。《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

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实际上已经把素质教育理念化和政策化了。在这个决定里明确了素质教育实质就是全面贯彻

国家的教育方针，明确了素质教育的目标就是要面向全体学生，提高学生的全面的素质，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加强

德育，重点是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同时提出了一系列的包括课程改革在内的相关措施。这样素质教育

由原来专家之间的争论变成了国家的意志。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提高全民族素质和培养优秀人才，是国家意志在教育工作中的体现，也是人的全面发展要

求在教育工作中的体现。这个决定出台前后，性质有了某些变化，我理解，决定出台后专家的意见已经变成了国家

的意志。当前多数国家的教育都是政府主导的，我们国家教育改革政府主导的方向，就是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同时

做了理念化的阐述，明确了它的实质，它的目标、核心和重点。  

 推进素质教育取得了重要进展。 

    ——明确了教育发展与改革的方向，针对教育现状存在的片面性，如忽视德育，忽视创新精神和能力的培养

等，突出了改革的重点，强化了全面的教育价值标准。有人说我们既然有教育方针，何必再提素质教育，其实素质

教育的提出把我们在贯彻教育方针中的薄弱环节提出来了，有很强的针对性。 

    ——推进了课程改革。课程改革也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因为国家的教育方针在学校里主要体现在课程上。任何

[日期：2006-03-14] 来源：  作者：陶西平 [字体：大 中 小] 



一个国家都是这样，日本的教科书美化侵略，体现的也是国家的意志，不是个别专家的意见。同样我们国家的课程

改革也体现的是国家意志。我们已经在在基本理念、课程结构，课程标准，教材改革，教师教育等方面都取得重要

进展。 

    ——激发了学校和教师的教育改革积极性，学校教育出现了生机与活力。   

    ——教育的科学研究与试验空前活跃，在教育理论与实践上进行了广泛的探索，出现了一批富有价值的成果。 

                   

    

    质教育发展呈现不平衡状态。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种状况 

     ——一些地区和学校在推进素质教育方面取得创新成果和明显成效；他们所取得的成果真是令人耳目一新。 

     ——在二元体系的困惑中艰难地推进，取得一定成效；这些地区和学校，一方面进行应付考试的教育，一方

面也进行了素质教育的探索，在这样一种困惑中推进着素质教育，也取得了一些成果。有人讲这是因为有两个指挥

棒不好办，我倒觉得原来是一根指挥棒，现在是多了一个指挥棒对原来的进行了冲击，到将来，会逐渐向两个指挥

棒融合的方向前进。 

     ——一些地区和学校仍然基本按照原有教学模式进行教育工作，教育面貌没有什么变化，他们的素质教育也

没有什么进展； 

     ——一些地区和学校在片面追求升学率和加重学生负担上有加剧趋势； 

     ——现在还出现针对素质教育和课程改革的不同形式的反弹。他们对素质教育的方向基本上持反对意见。这

也是正常的，有一本书叫《素质教育在中国》，里面说，中国教育本来没有什么问题，但现在教育出了很多的问

题，在中国进行的不是中国的教育，完全是因为引进了西方的教育，所以他认为教师的任务就是传道、授业、解

惑，现在却要叫学生质疑，叫学生提出疑问，造成学生思想的混乱，对事情没有一个准确的看法了。所以中国的教

育应该恢复到原来的样子。还有要在振兴国学的前提下，恢复尊孔，向孔子像跪拜，要穿传统的民族服装，要进行

以读经为主的教育。每次大的改革，在朝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总要伴随着这样一些反弹的行为。这是在素质教育

不断深入情况下难以避免的，出现一些不平衡的现象，说明改革的道路不会一帆风顺。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坚定不移地深入推进素质教育。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提供更加有力的人力支持。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靠高的资源消耗、能源消耗、靠

廉价劳动力来促进GDP的增长方式，要调整产业结构，增强自主创新能力，要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些都需要培

养更多的创造性人才和技能型人才，需要提高国民素质。 

    ——（2）为建立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人的公平的发展机会。 

    ——（3）为所有人提供在起点上的公平，从而为每个人奠定全面发展的基础，以保持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4）为应对国际竞争的新挑战，提升国家的竞争力。在加入世贸组织后，深感国际的贸易壁垒、知识产

权的一些制度和政策，对我们国家的竞争提出了许多挑战。需要增强竞争力，就要提高创新能力和劳动者的素质，

这都需要我们实施素质教育。 

                   

   当前为了推进素质教育，有几个问题需要注意 

    ——加强素质教育的理论研究。比如继承和创新的关系；继承和借鉴的关系，自己的传统哪些要坚持，哪些要

借鉴外国的；知识和能力的关系，教师和学生的关系，素质教育和考试、选拔制度的关系等。要逐步完善素质教育

的理论体系。 

    ——加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导向和统筹协调。首先是党政导向。一些地方素质教育难以推进实际上是党和政

府的导向问题。他们对学校施加了不正确的压力。其次是舆论导向。我们的舆论导向不完全对素质教育有利，反而

强化了对应试教育的宣传，强化了对高考的宣传，不是把高考妖魔化－高考是阻碍教育改革一切罪恶的根源，就是

把高考神圣化－高考是社会必须最关注的事情。建筑不能施工、汽车要在考场前面绕道，出租车要免费送考生，迟

到了要警车开道，这样的报道屡见不鲜。我有时想，如果我们选拔的都是这样一些抗逆性如此差、需要特殊保护的

人，那还有什么意义？舆论导向还有对状元的宣传，房地产开盘要请一个高考状元，还有续写状元谱，举办状元

节。第三是社会示范。我们对平凡的劳动者的宣传力度是不够的。模范人物、英雄人物在孩子们心目中的榜样作

用，宣传的也不够。第四是协调问题。主要有与劳动人事制度的统筹协调（这是关键。有的地方引进人才必须是本

科毕业，学士学位、英语四级，否则不能作为人才引进。更有甚者，不是硕士不要，不是名牌大学不要。这样业务

部门的导向，使人觉得不上大学不行，不考研不行。）；与考试选拔制度的统筹协调；与办学体制改革的统筹协

调  ；与学校评价制度的统筹协调。  

    ——深化学校教育改革，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无论哪个国家的改革，都必须提高教育质量。 

    ——推进教师的专业化，提高教师对进行素质教育的自觉性和水平。当前教师素质的提高赶不上教育规模的扩



大。从这个角度看，推进素质教育必须推进教师的专业化水平。 

     深入推进素质教育，完善理论是基础，健全体制是保障，教育质量是检验，教师素质是关

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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