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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素质教育堪称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学教育改革的第一大潮。
提出大学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从教育观的变革人手，实现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的
系统创新。
本文力图通过对现实的大学素质教育的总结与反思，全面揭示大学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中的问题，希
望有助于大学素质教育理论的深化和实践的完善。
    本书首先从中小学素质教育的提出及其对大学教育的启示，大学教育思想大讨论与大学素质教育的
提出，大学素质教育的实施进程等方面对中国大学素质教育的由来与进程进行了系统追述，认为从理
想的角度看，一切教育本就应该是素质教育。
提出素质教育，正是为了扭转教育的非本质化方向，使教育向其本质回归，从训练走向教化，从专注
于受教育者工具价值的发展到着眼于受教育者的全面发展。
或者说，是为了使教育成为真正的教育。
大众化和个性化是现代教育的现实与理想基础，或者说是其不可分割的两翼，二者不可偏废。
但在现实中，教育的大众化往往带来划一化的后果。
如何使面向大众的教育适应个性化的要求，已成为现代教育的一大难题。
仅仅依靠变革教学方法，或尽可能因材施教，都难以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难题。
要解决这一难题，须从教育的根本思想的转变入手，全盘考虑现代教育的目标、内容和方法的整体变
革。
提出素质教育，正是要关注个性，尊重差异，并使教育建立在重视个性的思想基础之上，实现教育思
想的根本转变。
接着，本书集中讨论了素质教育的基本理论，界定了素质教育的基本内涵，辨析了素质教育与传统教
育的分野，探讨了素质教育与全面发展教育之间的辩证关系。
    本书提出，一般意义上的素质，也即哲学与教育学意义上的素质，主要是指人在先天生理的基础上
，受后天环境和教育的影响，通过个体的认识与社会实践，逐渐养成的比较稳定的基本品质及其动态
发展可能性，是先天因素与后天环境与教育综合作用的产物，是个体身心特点综合的、内在的及整体
的体现，有时也被称为“素养”。
其基本内容是精神境界、思维品质、文化涵养和行为规范。
广义的素质是遗传性、养成性与获得性的统一。
    素质教育主要是一种教育思想，它以提高学生整体素质进而提高国民整体素质为最终目标，强调综
合利用遗传和环境的正面作用，调动学生认识和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形成理想的教育合力，促进学生
生理与心理、智力与非智力、认知与人格等因素主动而和谐的发展，促进人类文化向学生个体身心品
质的内化及个体精神境界的提高，并为学生的进一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其核心是促进学生理智与个性的充分、自由的发展，使之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人。
素质教育与传统教育的分野集中体现在哲学基础及教育目标、模式与进程观的不同上；素质教育与全
面发展教育思想在总体思想上是一致的，但素质教育因明确倡导着眼于个体及其发展而更具有现代性
，素质教育成立与否的依据，并不在于它是否与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相一致。
本书最后考察了大学素质教育的理论与实践，分析了提出大学素质教育的背景与依据，讨论了大学素
质教育与专业教育、人文教育、通识教育及传统文化教育之间的矛盾关系，揭示了大学素质教育的内
在局限及实践中的问题。
本书认为，大学教育的素质教育取向主要源于大学教育内在的自我完善的要求，而非社会与时代发展
对大学教育提出的新要求；大学素质教育的核心是对个体内在精神世界的修养的高度关照；大学素质
教育思想与专业教育形式之间并不存在截然对立，但我国现在沿袭的专业教育模式因强化了专业教育
的固有局限而的确存在着与素质教育相悖的一面，故推进大学素质教育的关键在于重新评价并以素质
教育思想改造现有的专业教育；大学素质教育的重点与难点是重新认识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并通过整
合实现二者的融合；实施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与途径是强化通识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但又不能
完全局限于通识教育和传统文化教育；大学素质教育作为一种理论，存在着哲学基础不明确、无法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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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实践等内在局限，由此导致了大学素质教育实践中的诸种问题，包括指导思想混乱，制定规范滞后
，环境条件不完备等。
大学素质教育要走出目前的困境，根本出路在于澄清理论，使教育回归到它自己的本质上去，使大学
回到自己的本位上去，并以澄清后的理论指导实践、规范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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