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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文化是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力量，文化是培育人的素质的关键。
著名物理学家劳厄曾言，“当所有学过的知识都忘记之后，剩下的就是素质”。
大脑的开发在于文化、知识的教育，素质关注人的人性及灵性，两者密不可分。
大学的基础是治学，而素质是在精神层面上与科学互通共求的。
党的“十七大”明确提出“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战略，把坚持实施素质教育作为我
国教育工作的主题，再次强调了我们的教育要立足于学生的全面成长和健康发展。
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当代大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越来越引起教育界和社会各界的关注。
高等学校不仅应注重治学，还要培养学生的高素质。
哈佛大学的《失去灵魂的卓越》一书提到：“中国在不久的将来预计会达到16亿人口。
如果没有很高的素质，会是一个沉重的包袱；相反，则是一个巨大的人力资源。
高校将在高素质人才的培养上起到关键作用。
”　　大学生的基本素质包括思想道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专业知识素质和身体心理素质，其中文
化科学素质是基础。
我们所进行的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重点指人文素质教育，主要是通过对理工科大学生加强文学
、历史、哲学、艺术等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教育，同时对文科大学生加强自然科学方面的教育，以提
高全体大学生的文化品位、审美情趣、人文素养和科学素养。
1995年，针对当时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实际，教育部提出在高等学校开展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工
作，并在全国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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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为理论基础，针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现状和高校人文素质
教育的实际，全面阐述了高校人文素质教育的内涵、价值与作用，解析了人文素质教育的构成要素和
精神元素，提出了人文素质教育的规格、原则、途径和方法，构建了以文学艺术教育、史学哲学教育
、媒介素养教育、社会适应教育为具体内容的高校人文素质教育新体系。
全书具有理论可读性和实践操作性，对于高校教师具有参考作用，也可作为大学生提高人文素质的读
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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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文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在于当代的不断重提，既缘于经济发展后人文关怀的兴起，又有教育体系
自我改革和自我完善的动因。
前者可以说是植根于一种“文化自觉”的冲动，后者则属于更为紧迫的对教育状况及前景的忧思。
　　现代化进程作为不可抗拒的世界性潮流，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与心灵，也不可避免地泛起一
拨拨只崇尚物欲和金钱的沉沙，造就一批批“不差钱”但缺失精神支柱的“单面人”，形成日益严重
的社会问题，使得有识之士疾呼精神回归与人文复兴。
　　但西方掌控的现代化进程对中国及其传统文化却更多的是异质元素。
当代人如何依托原有的文化基因去融会成现代文明和世界文化的视角，又如何通过文化创新赶上世界
的整体步伐从而进入人类文明的前沿？
这需要文化建设从最基础的教育开始抓起，在人的培养上下功夫，从古今中外批判地吸收、更新和聚
合愈加丰富的教育元素，在自觉意识层面上重视人才培养的素质水平。
　　从中国教育现状看，人文素质教育的重提在某种意义上是在对单纯的科技理性教育反思的基础上
开展起来的。
由此人们不仅明确了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而且从科学与人文的分合状态出发，
把追求经济发展、生活富足与关注生命价值、生活意义结合起来，倡导既能用“工具理性”做事，又
会用“价值理性”做人，克服只注重其中一个方面而造成不完整的人的状态。
所以，通过对单纯知识教育的反思，逐步认识到“成人”教育的重要性；认识到要成长为“完整的人
”，人文素质是何其重要。
　　高等学校作为培养现代化人才的摇篮和集散地，大学生作为传承人类文明的使者和建设者，责无
旁贷地代表和引领着社会文明发展的未来走向。
如何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办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这两个根本性问题？
如何把把高校真正办成文明校园，把大学生培养成为全面发展的现代化人才？
如何为全社会树立一个协调人格的标杆，从而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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