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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中国公民人文素质形状调查与对策研究”是教育部在2003年首次设立的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
攻关项目之一，教育部推行繁荣哲学社会科学计划的这一措施，将被证明是具有前瞻性和战略性的重
要贡献，承担这一课题的研究，对于我们来说，是一次历史性和创新性的挑战。
　　当改革开放进入关键性和显示性阶段时，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国教育界掀起了向其他领域迅速
拓展的人文素质教育热潮，潮势所致，从大学的教学计划到育人过程，从政府的执政理念到治理改革
，从媒体的关注层面到报道热点，从小康社会的规划到北京奥运的战略，到处都在传播着人文素质教
育的魅力。
这种经济和社会越是跨越式发展就越是呼唤高扬人文精神和提升人文素质的现象，给予我们的是一种
警示性联想的启发，把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过的在改革中谨防失去不该失去的告诫，强调到更加引人
瞩目的视阈。
今天的中国，创造了世界上经济繁荣的奇迹和社会稳定的奇景，检视这些成果和思考可持续发展时，
容易被漠视的是以优良人文素质为核心的民族文化内涵及精神底蕴。
外国人看我们并不都是看热闹，许多人是透过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从中国人文文化中感觉到了深层和长
远的压力，这从一种角度提示我们应该怎样珍惜自己的优长。
中国人看自己也并不都是看门道，重功利轻人文、重经济轻文化，对履行传承人文传统和培育人文素
质的使命缺乏意识和责任的现象比较普遍，现实中公民的人文素质状况和社会的人文精神底蕴存在许
多与时代发展不相适应的问题，使总体上繁荣哲学社会科学、传承人文传统和提升人文素质的任务依
然艰巨。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素质教育>>

内容概要

　　人文素质教育本身是如此的重要，而人文素质教育的现状却有很多方面还不能使我们感觉到有那
样重要。
法国著名的教育思想家蒙田说过，学习和教育只服从于使学生养成“完美的判断力的目的”，但现行
人文素质教育的思路、措施、方法、手段、模式、条件和环境，与培养学生把握做人和为人的判断力
的要求，还有较大的距离。
人文素质教育是一种养成教育，现实中则常常被当做与它迥然不同的灌输教育和应对教育，它要使人
获得做人的常识，这种常识明明是单靠书本教不出来的，而我们的教育仍然偏重于书本教学；它要使
人懂得做人的道理，这种道理明明是光用灌输不能达致的，而我们的教育仍然超越不了灌输的模式；
它要使入掌握做人的本领，这种本领明明是仅在课堂上学不到的，而我们的教育仍然走不出课堂。
面对顽固的时弊，要激发人文素质教育的生机和活力，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目标自然锁定在人文素质
教育的制度构架上。
本书的宗旨，是要在系统回顾人文素质教育的历史和历程，总结其中成绩与不足、经验与教训的基础
上，进一步厘清人文素质的概念，重申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从制度设计和安排的角度明确现代人
文素质教育的目标、功能、内容、任务、路径、方法，明确深化人文素质教育改革的思路和措施，试
图以此促进对人文素质教育的认识再上新的台阶，促进人文素质教育的过程再上新的层次，促进入文
素质教育的成果再上新的水平，产生一点建设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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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人文素质概念、一、人文、素质、人文素质二、人的全面发展与人文素质三、科技时代的人文
素质四、人文素质构成要素第二章 人文素质教育概念一、人文素质教育的集中代表性定义二、人文素
质教育内涵讨论与确认三、人文素质教育系统的构成四、人文素质教育的价值第三章 人文素质教育的
制度及其变迁一、人文素质教育的制度内涵二、作为制度和制度安排的人文素质教育三、中国人文素
质教育制度的变迁四、西方人文素质教育制度的变迁第四章 我国人文素质教育的制度结构一、人文素
质教育制度结构的基本原理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制度的非正式约束三、我国人文素质教育制度的正
式约束第五章 人文素质教育制度实施对比一、耶鲁大学和哈佛大学的制度实践二、我国人文素质教育
的制度实践第六章 人文素质教育的规格与特色一、人文素质教育的规格二、人文素质教育的特色第七
章 人文素质教育目标体系一、人文素质教育目标分类二、法律道德素质教育目标三、文化素质教育目
标四、科学素质教育目标五、审美素质教育目标六、环保素质教育目标第八章 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构
成一、教育目标是教育内容选择的依据二、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选择三、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伸缩性
与综合性四、人文素质教育内容的载体第九章 人文素质教育的课程体系一、高校人文课程概念二、国
外高校人文课程设置思路三、我国高校人文课程设置状况四、理工科人文课程五、文艺科人文课程第
十章 人文素质综合教育与综合课程一、学校人文素质课程的单一性问题二、综合课程在人文素质教育
中的重要性三、文理艺工大综合人文课程四、潜在课程与社会实践第十一章 人文素质教育的实施途径
与策略一、家庭的人文素质教育二、学校的人文素质教育三、社会的人文素质教育四、实施人文素质
教育的策略第十二章 数字化时代人文素质新概念教育一、数字化时代的人文素质危机二、数字化和更
加人性化时代三、新时代新概念新含义四、新时代人文素质新教育展望第十三章 深化人文素质教育改
革的对策建议一、更新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对策建议二、加强人文素质教育教学改革和建设的对策建
议三、完善人文素质教育政策体系的对策建议结语 做一个“纯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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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考察建国以来人文素质教育制度非正式约束的发展过程，以人文素质教育理念的发展为主线，表
现出阶段性的发展特点。
总的来看，进入21世纪以来，在教育理念层面，我国对于教育的目的、人才的概念等教育目标方面的
整体认识，与过去相比有了长足的进步。
具体如下：　　第一阶段，即建国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的发展阶段，可称之为“专才教育阶段”。
这一阶段教育理念的总体特点是，教育仍以专业知识和技术教育为目标。
　　（1）建国至“文化大革命”前阶段。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由于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在教育体制上几乎照搬苏联模式，在教育理念上也
深受苏联模式的影响。
出于为国家建设工业化国家服务的目的，过于注重培养当时国家建设急缺的等各类科学技术人员，因
此把高等院校人为地划分为理、工、农、医等专科院校，只强调人才的专业性、技术性等工具层面的
能力和素质，而严重忽视了人才的全面培养和综合素质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极端重要性。
这种片面的教育理念和人才观，整整影响了新中国几十年的教育建设。
这种教育理念和人才观上的片面性、短视性，是我国一直以来人文素质教育长期匮乏的根本内因。
　　（2）“文化大革命”时期。
“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事业陷于停顿，教育制度也不能幸免。
整个教育体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在破“四旧”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遭到了彻底的否定，在实践中被
禁止，人文素质教育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潮，成为“左”倾路线的殉葬品。
　　（3）改革开放至20世纪90年代初期。
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在思想观念上进行了深刻变革，对于教育问题也从全新的角度进行了重新的思考
和审视。
教育制度尤其是高等教育体系得以全面恢复，新的教育理念开始形成。
这一阶段的教育目标，主要是为国家经济建设、四个现代化建设培养人才服务，许多适应市场经济发
展需要的新的专业教育大量兴起，填补了此类专业教育方面的空缺。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教育理念与人才观与建国初期相比有了很大的丰富和深化，但是仍然没有突破为
国家建设目标服务的工具层面和专业技术人才层面，教育理念仍然停留在专业知识和技术教育的局限
中。
理工农医长期分校的状况并未得到改变。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人文素质教育>>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