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质教育与创新型人才培养 

文/李德洲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民族素质是培养适应21世纪需要的创新型人才，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
发展第三步战略目标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人才，是我国各级各类学校的
共同教育目标，而作为高级人才培养基地的大专院校，则承担着更为重要的历史使命。本文试就我
国高等院校实施素质教育的必要性，新世纪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以及构建符合新世纪要求的大
学素质教育模式等问题作如下探讨。 
   一、素质教育是我国高等教育适应新世纪社会和科技发展的必然选择 
   大学素质教育的兴起是知识经济时代对高等教育的迫切要求。二十世纪下半叶出现的第三次
科技革命浪潮，使科学技术在现代生产力发展中的作用日益突出，极大地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
式、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促使人类社会正在向着一个与工业经济时代不同的新的经济时代迈进，
即知识经济时代。知识经济时代与工业经济时代的最大不同之处，就在于对劳动者的素质有更高的
要求。在工业经济社会，劳动者拥有专业知识和劳动技能是适应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对
劳动者是否具有创新能力的要求则较弱。  
   大学素质教育的兴起也是高等教育面对新世纪社会和科技发展挑战的必然选择。新世纪社会
和科技的发展，使人类面临着复杂的局面，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在教育目标上作出重大选择。其一，
科学技术的加速发展和急剧变革，显现出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总体趋势，科
学技术转变为生产力的速度越来越快。 其二，科技的发展在给人类带来丰厚的物质财富和多姿多
彩生活的同时，也造成了日益严重的资源浪费、环境污染、土地退化等危及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全球
性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固然需要依靠科学技术，但更需要人类加强自身对环境、对社会的责任心。 
其三，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知识经济时代的加速到来，使得人类社会自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
竞争的主体已由军事实力的较量转向以科技和经济实力为基础的综合国力的较量。  
高等教育由学科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化，不仅是我国高等教育教育思想的转变，而且也是世界高等教
育发展的共同趋势。20世纪中叶以后，由于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的强大冲击，大学教育中偏重于培
养适应经济发展的技术人才，忽视人文素质教育成为世界范围存在的共性问题。因此，各国在面向
21世纪的战略考虑中，都把提高受教育者的素质和能力提到了教育改革的议程。  
我国大学实施素质教育，除了适应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要求外，更直接的原因是为了改变长期以
来我国高等教育中存在的诸多弊端。在50年代初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大学在人才培养上长期存在着
以下四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过度重视科学教育而忽视人文教育，过弱的文化陶冶使培养出来的人才
人文素质不高；二是过份强调狭窄的专业教育而忽视通识教育，从而导致培养的人才知识面偏窄，
学术视野不宽，学术基础不牢；三是过份强调教育的“工具意识”而忽视了教育的“教化意识”，
强调知识传授而忽视能力培养，过重的功利主义导向使学生的全面素质培养与基础训练不够；四是
注重人才培养的批量生产而忽视教育对象个性的发展，这种过强的共性制约，使学生的个性发展不
足，这种大学人才培养模式使得培养出来的人才守成有余而创新不足，必须通过实施全面素质教育
培养适应新世纪需要的人才。 
   二、新世纪社会和科技发展对人才素质的基本要求 
   素质是以个体为考察对象的，是指个体完成一定的活动和任务所具备的基本条件和基本特
点，是行为的基础和决定行为成败的根本因素。个体素质对个体行为与发展起基础作用，是形成绩
效及继续发展的前提和内在条件。人的素质的主要构成要素表现为三个方面：知识素质、心理素
质、生理素质。  
   不同的社会发展时代对人的素质有不同的要求，在知识经济加速到来的21世纪对人才素质的
要求远远高于以往任何时代。 
   首先，新世纪对人才的自主思维和自学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知识经济时代的特点是科技
发展速度快、知识更新周期短，在大学学习的知识可能还未毕业已成为过时的知识。这就要求劳动
者具有较高的综合素质，较强的适应能力，并且具有很强的自主思维和自学能力，善于对庞杂的信
息进行判断取舍，能够持续地获得新的知识。 
其次，新世纪对人才的专业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未来社会里，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在加速发
展和急剧变革中，呈现着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综合而以高度综合为主的总体趋势，这就要求劳动者既
要掌握综合化的知识和具有综合化的能力，又要学有专长、术有专攻，具有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专业
技能。所以，未来社会要求的劳动者，是通才与专才相结合、创新意识与创造能力相匹配的复合型



 

人才。  
   再次，新世纪对人才的心理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劳动者的创新、创造
活动要靠知识素质和心理素质的交互作用、有机结合才有可能实现。未来社会是激烈竞争的社会，
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和挫折将会随时出现，如果没有良好的心理素质，就难以克服困难和挫折而获
得成功。甚至连生存也是困难的。  
   最后，新世纪对人才的生理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未来社会高效率、快节奏的工作、学
习和生活方式，离不开健康、强壮的身体，没有健康的体格．一切都无从谈起。 
   总之，新世纪要求的人才，应具备这样一些特征：（1）能面向世界，具有在广泛的国际视野
和全人类视野上处理事务的知识和能力；（2）能面向未来，具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具有较快适应
行业转换和改变主攻专业方向的能力。（3）能面向现代化，具有合理的知识结构和能力结构，既
是能够对跨学科、跨领域的问题进行综合分析的通才，又是对专业领域的问题有深入钻研，具有创
造力的专才。大学的素质教育必须培养符合新世纪需要的人才。 
三、构建符合新世纪要求的大学素质教育模式 
素质教育既是一种现代教育思路，又是一种现代教育目标。大学素质教育的基本内容是在传授给学
生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同时，更注重人的其他素养的培养，尤其是作为基础性素质的心理素质。素质
教育思想的核心是培养学生学会做人，即培养学生能够把外部获得的知识、技能内化于人的身心，
升华为稳定的品质和素养。素质教育的内涵是培养学生学会生存，学会学习，学会创造，能够辨别
各种是非，明确历史使命，以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构筑精神支柱，使之成为能够适应现代社会生活
和科技发展要求并能够为之做出贡献的人才。 
   （一）培养学生学会生存 
   学会生存，首先要使学生具有适应复杂社会环境的能力。经济学常讲的一个例子很能说明这
个问题。这个例子说的是过去日本的渔民出海捕鳗鱼，很多船回来后鱼都是死的，但有一个渔民却
不同，他回来后，船舱里的鳗鱼都是活的。人们很奇怪，船舱里的温度一样，船的装备一样，各种
条件都一样，为什么别人捕的鳗鱼回来后都死了，就他捕的鳗鱼是活的呢?人们百思不得其解。后
来这个老渔民快死时，把这个秘密告诉了他的儿子，就是在捕了鳗鱼后，再到别的地方去打一网其
他种类的鱼，倒到鳗鱼仓里。因为这些鱼跟鳗鱼不同类，进了鳗鱼仓会乱钻、乱咬，这样，鳗鱼也
就都动起来防它。这样捕回来的鳗鱼就都是活的了。经济学里用这样的故事说明的是竞争出活力，
用在教育学上则说明了复杂的环境能锻炼人的生存能力。我们的学生从小学到中学，从中学到大
学，跟社会很少接触，在学校接受的也是理想主义教育，生存环境过于单纯，对社会的复杂性了解
甚少，一旦走上社会往往难以适应。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学会生存，核心是学会做人，即学会做一个符合社会不断进步发展所需要的社会化的人，学
会做一个能正确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关系并能够协调发展的人。学会做人所涉及到
的较为具体的问题有两个：一个是社会价值体系的判断和选择。纵观人类发展的历史，在社会价值
的选择上大体有两种：一种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的社会价值体系，一种是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社会
价值体系。我们的教育在社会价值体系方面究竟应该做什么样的选择，这是不言自明的。另一个是
世界观的差别与选择。千百年来，如何认识对待我们所处的客观世界，一直是众说纷纭。  
   学会生存，重要的是要求培养学生的应变能力。在国际局势风云变幻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
时代，传统的专业教育所培养的人才缺乏适应能力，只有把“专才”教育和“通才”教育结合起
来，使学生具备合理的知识结构，宽厚的知识功底以及灵活应变的能力，才能适应知识经济时代的
要求。这就需要在高等教育的改革中强化基础知识，拓宽学术视野，让学生获得解决涉及广泛问题
的能力和向多方面进行发散性思维的能力；强调系统的知识，使学生具备能够比较全面地看待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注重本专业以外的相关知识，使学生具备能够适应多种复杂局面解决多方面问
题的能力。 
   （二）培养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学习的本质是学会不断地提出问题进而学会不断地解决问题。它是一个多层次的渐进的
过程，实际上是一个从幼儿就开始的过程，一直延续到生命的终结。 
   学会学习的主体是学习者，因而学会学习主要是学习者的责任，是通过学习者自身不断
“学”的实际才能“学会”的，那么教育者的作用在那里呢?韩愈的《师说》认为是“传道、授
业、解惑”。其实，他只说对了一小半。还是朱熹说得更确切些：“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
却要教之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以通俗的话说，教育者的作用是使学习者自己能够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指导学生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自主思考去获取真知。这就要求教师必须摒弃
“满堂灌”、“填鸭式”的教学方法，善于启发学生自主思考、探索未知。 
   培养学生学会学习，教师的作用不可忽视。教师的教学活动既要教给学生知识，又要教给学
生方法。相比较而言，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最为重要。中国有句古话，叫做“授人以鱼，仅供一饭
之需；授人以渔，则终身受用。”就说明了教方法比教知识更重要，教给学生学习的方法等于给了
学生一把打开知识宝库的钥匙，学生就可以自己主动发展。 

 



   （三）培养学生学会创造 
   能创造是人类的重要特征之一。在知识经济时代，创新意识、创造能力是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的最重要特征。高等教育应能培养出适应社会需求的具有事业心和责任感，在素质上具有创造性思
维能力的大学生。因此，在教学中要特别注意对学生的学习欲和创造欲的培养，激发学生好奇心，
引导学生大胆怀疑，大胆探索，敢于标新立异。要尽可能教给学生以科学的创造方法和技巧，并提
供发挥创造才能的实践条件和氛围，培养他们的创造勇气，创新精神，为他们日后走向社会的创造
活动打下良好的基础（作者单位：河南财政税务高等专科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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