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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为适应改革开放新时期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阶段的

需要，克服长期存在的教育弊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一批有识之士创造性地提

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素质教育理念。1999年，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召开，党

中央、国务院做出了《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出了全

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动员令，素质教育开始在各级各类教育中迅速推进。特别是在

高等教育领域，以文化素质教育为重要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在促进高校教

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大学文化品位，培养德、智、体、美全面

发展的高素质人才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首次把素质教育上

升到了教育改革发展战略主题的高度，提出：“坚持以人为本、推进素质教育是

教育改革发展的战略主题，是贯彻党的教育方针的时代要求，其核心是解决好培

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重大问题，重点是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勇于探索的创新精神和善于解决

问题的实践能力。”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在教育部和中国高等教育学会的大力支持下，中

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于2011年11月应运而生。研究会的使命，就

是要凝聚一批关心、热爱、从事大学素质教育的教育家、管理者、学者以及社会

各界人士，深入开展素质教育重大理论问题的研究和实践经验探索。研究会的创

建，得到了教育部原副部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原会长周远清同志的大力支持，

受到了教育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杜玉波同志的充分肯定。

研究会一成立，即吸引众多高校及学者参与。截至2014年9月，共注册单

位会员160余个，个人会员50余名。研究会每年举办大学素质教育年会暨高层论

序 言
PREF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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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 与 中国梦

坛，吸引了来自中国（包括港、澳、台地区）、美国等各界的二三百名代表参

会，为会员搭建了一个研究探索和经验交流的良好平台。本书就是在2013年素质

教育高层论坛78篇论文的基础上精选编辑而成的。

本书的编辑出版凝聚着众多教育界同人的心血。在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和南开

大学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素质教育研究会秘书处和南开大学教务处等部门通力协

作，成功举办了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2013年会暨高层论坛，为本书的成功出版打

下了良好基础。北京理工大学教育研究院的余静、毋海晶、张波、印莉娟等师生

承担了本书繁重的汇编整理工作，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对本书的设计、编辑和出

版给予了大力支持，保证了本书及时与大家见面。借此机会，一并对他们的辛勤

工作表示感谢！

多年的实践证明，素质教育是顺应世界潮流、契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

色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念。当前中国教育的改革发展正迎来一个难得的战略机遇

期，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使命光荣、

责任重大、任务艰巨，迫切需要加深理论研究、加快实践探索。中国高等教育学

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将不辱使命、不负重托，力争成为素质教育专家学者交流

争鸣的平台，成为素质教育先进成果改革试验的策源地，成为中国的素质教育理

念、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沟通世界的桥梁，在深入推进我国大学素质教育、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建设高等教育强国和文化强国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编 者 

2014年1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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