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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与高等体育教育中的社会人文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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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全面推行素质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水平 ,是教育部门的责任 ,也是高等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在体育院校的

教学计划中保留一定比例的社会人文课程 ,是高等体育教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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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 duty of education and an important task of the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to pursue the quality education in all -

around and to improve the qualitative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To keep some courses of society and humane studies should be an im2
portant substance in the higher physical education for quali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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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素质教育是时代的要求

解放以来 ,我国的高等教育经历了从着重传授知识到重

视培养能力 ,以至到今天的注重提高素质几个不同的阶段。

与此相对应的在人才培养的要求上 ,从强调专业知识到宽口

径、厚基础 ,再到目前的全面提高素质水平 ,反映了我国从计

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过程中 ,高等教育观念的转变 ,以及

人才要求与社会经济形式的相适应。

全面推行素质教育 ,提高国民素质水平 ,是教育部门不

可推卸的责任 ,也是高等体育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已成为无

可置疑的问题 ,而把社会人文教育作为高等体育教育中素质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许多人不以为然。

那么 ,素质包括哪些内容 ,什么是全面的素质教育呢 ?

经过讨论 ,大家普遍认为 ,素质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 ,

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 ,通过个体自身的认识和社会实

践 ,所养成的比较稳定的身心发展的基本品质。素质可以通

过后天的教育 ,通过知识的内化来养成 ,并不断地提高。素

质包括 4 个方面的内容 ,即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专业素

质和身体心理素质。谈到素质教育 ,李岚清同志在全国教育

工作会议上讲得很明白 :“素质教育从本质上来说 ,就是以提

高国民素质为目标的教育”,“在教育中对学生进行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是素质教育的重点”。正如《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决定》中总

结的那样 ,“实施素质教育 ,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以

提高国民素质为根本宗旨 ,以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为重点 ,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等

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2 　社会人文教育是个体成长的需要

为什么说社会人文教育是高等体育教育中素质教育不

可缺少的内容呢 ?

首先 ,社会人文科学知识是每个人都应该具有的。

社会科学是研究社会现象的科学 ,包括政治学、经济学、

军事学、法学、教育学、文艺学、史学、民族学、宗教学、社会

学、语言学等等。社会科学是揭示社会现象客观规律的科

学。

人文科学亦称人文学科 ,一般指对社会现象和文化艺术

的研究 ,通常认为包括语言、文学、绘画、音乐、雕塑、建筑、哲

学、历史等学科。

社会人文知识是人类文化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

现代社会竞争中所必需的基础知识 ,因而是文化素质中必不

可少的。从人的一生来看 ,人的知识水平决定其发展的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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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 ,知识结构决定其发展的方向 ,知识积累及其由此引发的

思辨决定其创新和进步。正在向我们走来的知识经济社会 ,

随着市场经济和高科技的高速发展 ,社会产业结构的不断调

整 ,要求我们培养的人才视野广阔 ,思想活跃 ,思维敏捷 ,具

有多变的环境相适应的能力。而这些只靠专业知识是远远

不够的。对社会的适应能力、知识结构的重组、价值观念的

重塑 ,要靠对千变万化的社会有足够的了解和分析 ,要靠广

博的基础知识功底。社会人文知识对人们的思维方式、适应

能力等方面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换言之 ,具有全面扎实宽

厚的基础知识 ,才能触类旁通 ,才有高度的应变能力 ,才具备

知识重构的基础和动力 ,才能够充分体现出其素质水平。所

以社会人文知识是各行各业的必需 ,也是高等体育教育中必

须具有的基本知识。

其次 ,社会人文教育是不可取代的。

在一个人的成长过程中 ,社会人文教育是十分重要的。

人在社会上立足 ,不仅需要专业知识、专业技术 ,也需要综合

素质和能力。具备较高的综合素质和能力 ,才能拓展专业知

识和技术 ,活用专业知识和技术。只有科学知识而没有社会

人文精神自觉意识的人 ,有可能只是一个知识的存储器。社

会人文知识是一个人全面地正确认识社会 ,正确认识自己的

知识和理论 ,它可以教给我们揭示社会现象客观规律的方

法 ,教给我们如何去探求规律 ,因而是十分重要和必要的。

社会人文教育的不可取代表现在 :在科学领域 ,可以只

有少数杰出的科学家发现和理解宇宙的奥秘 ,大多数人可以

不必理解其内容而享受其结果 ;社会人文精神是每个人份内

的事情 ,不能靠少数社会人文精英的辉煌成就而代替普通人

群的社会人文精神。电视、汽车、电话、电脑等都是少数科学

家发明的 ,我们看电视只需学会怎样调试 ,怎样开关 ;打开电

脑只需懂得如何操作 ;新的药物、制剂只需明白它可以用来

医治何等疾病 ,如此而已 ,不必探究它的原理 ,便可享用。不

懂其中的道理不意味着我们不能使用相应的技术。所以说 ,

科学技术等可以有一部分人代替大多数人去创造 ,由掌握专

业知识技术的人去完成足矣。社会人文知识却不可以 ,思想

家只能引导我们思想 ,但不能代替我们思维 ;文学家只能为

我们写出文学巨著 ,但不能代替我们去阅读、去理解 ,去体会

当中的意味 ;音乐家可以为人类创作出优美的乐章 ,奏出悠

扬的乐曲 ,但不能代替我们去欣赏 ;社会学家可以教会我们

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 ,但不能告诉每一个人在所处的环境中

的每一步行动。这种思索、理解、欣赏、分析、判断来源于个

体社会人文知识的积累和消化、吸收 ,是其他人不可替代的。

3 　设置社会人文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社会人文教育在高等体育教育中的体现有两种途径 ,其

一 ,是把它们渗透在各级各类课程当中 ;其二 ,是开设一定比

例的社会人文课程。而设置一定比例的社会人文课程则更

加直接 ,更加系统。

李岚清同志在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 ,要求“高等

教育要继续调整专业设置 ,拓宽专业口径 ,将优秀的人文、社

会科学知识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以及最新的科研成果及时传

授给学生”。作为体育院校 ,有必要通过对学生加强文学、历

史学、哲学、社会学、艺术学等人文社会科学以及自然科学方

面的教育 ,提高他们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

素质。因此 ,为使学生更好地适应社会 ,自如地应付瞬息万

变的形势 ,正确地把握个人的发展方向 ,在高等体育教育中

设置一定比例的社会人文课程是十分必要的。

在新一轮教学计划修订过程中 ,北京体育大学各专业的

教学计划 ,针对体育院校学生的特点和人才培养的需求 ,注

意了社会人文课程的开设。在公共必修课和各专业的必修

课中 ,开设了包括政治学、哲学、经济学、军事学、法学、社会

学、教育学、史学、语言学等 20 门社会人文课程 ,占此类课程

总数的 2315 % ,在专业性极强的限制性选修课开设的 90 门

课程中 ,含有史学、社会学、经济学、管理学、美学、法学等 16

门课程 ,占限选课总数的 1718 %。充分体现了教学计划修改

过程中 ,对社会人文知识重要性的认识水平和对素质教育的

理解程度。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高科技的不

断发展 ,社会产业结构会随时进行调整 ,因而 ,我们应该充分

重视社会人文科学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重要性 ,不能认为这

些课程不是体育院校的专业课 ,或与高等体育教育关系不大

而随意取消。保留一定比例的社会人文课程 ,是高等体育教

育全面推行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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