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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素质德育论》作为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2005年度特别委托项目《新形势下大学生
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的“五个如何”新课题研究》的子课题研究成果，是课题组所有成员一年半来学习
、讨论、写作、修改的结果。
 《素质德育论：大学生的现代适应与综合素质培养研究》重点回应了“培养什么人”的时代问题。
人的培养是在具体环境下完成的，环境是人的哺育者，素质德育的实效性取决于对教育环境的成功把
握。
全书内容包括素质德育的内涵与价值意义、素质德育的实践与理论基础、素质德育的兴起与发展、素
质德育的结构与功能、素质德育的本质与特点、素质德育的核心与重点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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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精神（一）爱国主义的内涵及其基本内容（二）现代爱国主义教育的困境及其根源（三）培育爱
国主义的主要方法（四）爱国主义教育的载体（五）全球化背景下的爱国主义教育第八章 素质德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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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不断强化自我教育功能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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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素质德育的内涵与价值意义　　二素质与知识、能力的关系　　（二）知识与素质　　知
识作为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成果，它的形成有益于素质的提高。
一般来说，一个掌握大量知识的人，其素质也比较高。
一个掌握了科学文化知识的人能够更好地为社会大众服务，也将有助于整个社会和个人素质的提高，
但并不意味着一个素质高的人的知识也高，广义的素质主要是指在后天的实践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知识可以被看成是人的素质形成过程中通过实践发展起来的，也是人在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
社会的关系中形成的，因此素质是构成知识的基础。
知识体现了素质的要求。
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两者既相互区别，又相互联系。
素质与知识的区别表现为：其一，内涵不同。
知识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所获得的经验的总和，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而素质
是个体在先天基础上，通过环境和教育的影响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组织的要素、结构
及其质量水平。
它既可以指开发人的身心潜能，又可以指社会发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成果在人身心结构中的积淀
和内化；既指人的个体素质，也可指群体素质。
其二，获得方式不同。
知识是人们在实践的基础上对人类自身和生活的社会环境认识的结果，是人类活动经验的概括与总结
；而素质则是人内在的、相对稳定的身心特性及其结构，决定人的活动功能、状况及其质量的基本因
素，是在先天遗传素质的基础上经过社会生活和学习获得的结果。
其三，表现形式不同。
知识可以脱离有生命的人而独立存在于书本、磁盘和其他媒体中，可以用文字、语言、图像等符号性
工具得以表现，能在人们之间交流和传递；而素质是深层隐含的、不能脱离有生命的人体而独立存在
的，素质同人的活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不能互相传递。
其四，评价手段不同。
知识可以用考试的方法来评价；而由于素质具有概括性，只能通过全面观察其多种多样的行为表现来
评价，很难从一次行为表现中了解一个人是否具有某种品质。
其五，发展方向不同。
知识是人们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获得的经验的总和，随着社会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
，总是向着真理性认识的方向发展，而素质是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科技进步而不断发展的可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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