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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本书为２０１５年１月在哈尔滨召开的大学素质教育年会暨“素质教

育与大学教育改革”高层论坛论文集。本书收录的几十篇论文从１１０余

篇会议来稿中精选而成，共分三个篇章：（１）“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改

革；（２）素质教育与弘扬优秀传统文化；（３）工程教育中的素质教育。该

书汇聚了中国高校在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方面的最新研究和探索成

果，对大学领导、教育管理者、教育研究者，以及关心高校人才培养的社

会各界同仁颇具阅读和收藏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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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一呼而起　久盛不衰①

———回顾高校开展素质教育二十周年

周远清

　　１９９５年７月，原国家教委高教司发出《关于开展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试点

工作的通知》，１９９５年９月，召开第一次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究会，到

今年已经二十年了。回顾二十年来素质教育特别是文化素质教育的进程，我想

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二十年，这就是“一呼而起，久盛不衰”。

素质教育不是高校战线首先提出的，岚清同志在其《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中

曾经讲到，素质教育最初的源头是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后第一次全国

教育工作会的讲话和同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提

高劳动者的素质，提高民族的素质”。基础教育领域多年来大力提倡素质教育并

提出“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而高等教育领域正式引入并大力推进“素质教

育”应该是１９９５年９月在华中理工大学召开的高校文化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研究

会上。正式提出“加强素质教育，加强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

当时在高教领域提出加强素质教育是有分歧的，或者说有不少质疑的。如，有人

说我们已经有教育方针了，为什么还要提出素质教育；也有人写文章说，高等教

育也要从“应试教育”到素质教育。不同的声音有不少，但很快就取得了共识，并

很快就在高校掀起了文化素质教育的高潮。表现为很多高校开设了人文课程的

选修课，人文的讲座非常受欢迎，人文教育在各校受到广泛重视、得到大力加强，

重理轻文、人文教育过弱的状况逐渐得到改变。一些教育理念也逐渐为大家所

共识，如人文教育要跟科学教育相融合，素质教育的观念，知识、能力、素质是培

养人的三要素，等等。

在实施加强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各地各高校开展了形式多样的广泛实

践，涌现出了如“‘五月的鲜花’文艺会演”（文化素质教育汇报演出），江苏省组织

的全省大学生的人文知识、科学知识竞赛，华北五省市的人文知识竞赛，以南开

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大力推进数学、物理、生物、化学等学科的学科文化教育探索

① 此文系作者在２０１４年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年会暨第四届高层论坛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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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这些活动多年来都一直在持续不断地开展，并且取得了可喜成绩，用久盛不

衰来描述素质教育的开展是非常确切的。如，“五月的鲜花”全国大学生大型校

园文艺会演活动，自２００１年开展至今，每年的五月举办一次并且在有关电视台

播放。此活动节目全部为大学生自编自导自演，展示了高校大学生文化素质教

育和校园文化建设的成果，参加这项活动及演出的高校超过１００多所，参与的大

学生已达几十万余人，在全国高校和社会各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现在已变成中

央电视台的“五月鲜花”节目。江苏省自２００４年开始开展全省高校理工科大学

生人文社科知识竞赛和人文社科大学生自然科学知识竞赛，每两年举办一次，参

与高校有近百所，学生１０万余人，有效提高了理工科大学生人文社科知识的整

体素养以及人文社科大学生的自然科学知识素养，提高了他们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

从２００１年起，南开大学开设“数学文化”课，至今已经１４年了。目前全国已

经有３００多个高校开设了数学文化类课程，涵盖了本科、高职高专和广播电视大

学等多种类型的高校。召开了三次“全国高校数学文化课程建设研讨会”，会议

规模达４００余人。２０１４年９月，由南开大学、北航、南昌大学、华中农大、高教社

共同完成的项目“数学文化类课程的创建及在全国的推广”，获国家级教学成果

二等奖。以数学文化课程为代表的学科文化类课程，其精髓是科学素质教育与

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机融合，其在我国的兴起与发展，说明了素质教育在学科领域

的深入发展。

最近，特别要说到的是习近平同志的一系列讲话，特别是关于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的讲话，大力促进了人们对素质教育的认识，极大地鼓舞了人们对推进素质

教育的信心，甚至有的专家学者说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到了“新的阶段”，到

了“新的起点”。

为什么能一呼而起、久盛不衰？值得大家深思，更值得总结，我也回忆过、深

思过，觉得至少有两个原因。

一、 素质教育的基础是文化

素质教育中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心理素质，把

文化素质作为素质的一部分提出，并且把文化素质作为素质教育的基础，在谈到

推进素质教育时，我们提出以文化素质教育作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

许多学校开展文化素质教育是从文化传统教育开始，从开设人文的选修课

开始的，由于我国高等教育长期以来重理轻文，在１９９４年前后，我在概括当时教

育中的弊端时曾说过，专业设置偏窄，教学内容偏旧，教学方法偏死，外语水平偏

低，人文教育过弱。把人文教育过弱作为教育中的弊端提出，并且用了“过弱”两



序　一呼而起　久盛不衰

　００３　　　　　

个字，其他几个方面只用“偏”字。所以我们曾经在阐述为什么要开展文化素质

教育时用了“切中时弊”四个字。

在说到素质教育目标时，曾提出过“提高学生的素质特别是文化素质，提高

教师的素养特别是文化素养，提高学校的品位特别是文化品位”。当提到文化素

质教育的内容时，我们曾指出文化素质教育是指学习文史哲的基本知识，培养艺

术的基本修养，以及了解当今中国和世界优秀的文化成果。文化素质教育是素

质教育的基础，文化是素质教育的基础，素质教育的精髓在“文化”二字，特点在

“文化”二字，魅力也在“文化”二字，久盛不衰也在于“文化”二字。

素质与文化，素质教育与文化教育的关系很值得我们深入研究。素质教育

的基础是文化，文化教育要落实到素质上。我曾呼吁过提高两个“自觉”，即文化

自觉和素质教育自觉。当前我们正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其中最重要的是要落

实到提高人的素质上，提高劳动者的素质上，提高民族的素质上，否则就会变成

空谈，变成形式。文化的传承与创新是通过培养一代又一代高素质的人来实现

的，总结经验，我们感到在素质教育中引进文化素质教育是一件意义深刻很有思

想的事情。

二、 素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

由于素质教育是一种教育思想，所以素质教育的开展吸引了一大批有关方

面的专家、学者、受教育者来探索和研究，来实践。素质教育在高等学校的推进

是作为教育思想提出来的。

在１９９３年以前，我们强调培养学生知识、能力、学风三个要素，在以后的教

学内容、课程体系改革的过程中感到，课程不仅仅要传授知识，还要培养学生的

“素质”。１９９４年４月，在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务处表彰会上曾提出过“素质教

育”这个词能不能用。这里要特别提到的是，１９９４年底在浙江大学召开的委属

（部属）院校的咨询会上提出的“三注”。会上讲到，在教育思想上，一是要注重素

质教育，包括学生的思想政治素质、文化素质、业务素质、身体素质。二是要注重

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如何改革我们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增强创造意识，培养学

生创新能力，不同层次学校应有不同的要求。我们虽然很注重基础、注重严谨，

但在这些优点下还隐藏了创造能力培养不够的缺点。三是注意学生个性的发

展，全面因材施教。过去我们很怕提“个性”，其实个性跟“个人主义”完全是两码

事，只有充分注意学生的个性发展，才能更好地启发学生的创新意识。“三注”第

一次正式提出要在高等教育中推进素质教育，并且是作为教育思想提出的。

应该说我们高度注意了高等教育并不就是素质教育，所以我们一直提“加

强”素质教育，“注重”素质教育，用了“加强”“注重”之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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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把知识、能力、学风三要素变成了知识、能力、素质

三要素。在长时期的教学改革过程中我们一开始强调传授知识，后来开始注重

能力的培养，并且再加强实践教育，特别是１９８５年以后，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有

不少学校也特别提出全面素质。如清华大学比较早就提出要提高学生的全面素

质。知识、能力、素质的提出，更加明确了人才培养的要求，更加完善了人才培养

的规格，应该是教育思想的一大进步。

从“知识、能力、质量”→“知识、能力、学风”→“知识、能力、素质”，就是一个

教育思想的探索过程。

综上所述，由于素质教育或以文化素质作为切入点的素质教育，它的基础是

文化，它是一种教育思想，所以它引起了高教战线的专家学者的关注。回顾在高

教战线推进素质教育的二十周年，感想多多，思绪多多，用一句话来概括，即“一

呼而起、久盛不衰”。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名誉会长、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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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麦课“精品网络通识课程”的五校实践 　刘义光　叶昌英　刘光慧／４１９

基于“四位一体”的研究型教学模式改革 　谢淑平／４２７

打造医学人文周品牌，探索医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有效途径 　王　癑／４３１

创新能力试点班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研究与实践探索

　陈　霞　冷护基　于永华　杨　琦　戴玉纯　葛芦生／４３６

师生比较视角的广西高校青年教师课堂教学技能评价研究 　任初明／４４２

社会转型期应用型本科专业技能型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比较与借鉴

　石　磊／４５１

大学一年级学生学习风格与批判性思维的关系研究 　周开发　曾玉珍／４５８



素质教育与大学教育改革

　００４　　　　　

面向９０后大学生责任感教育的创新模式构建与实践

　———以河海大学水文水资源学院为例 　鲁　扬／４７０

“基于过程管理的多元综合考评方式”的实践与思考

　刘　峰　邹永初　卢汪奕／４７７

工程教育中的音乐素质教育教学改革研究 　马　琳／４８２

后记　“素质教育与大学教育改革”论坛素描 　庞海芍　杜　娟　余　静／４８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