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认识西方教育的一个重要窗口

全球化时代构筑新时代中国特色的教育发展

之路，离不开借鉴发达国家的成功经验。美国在经

历了移植、模仿阶段后，并没有全盘接受英、德、法

等欧洲国家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思想，而是结合本国

实际，通过思想创新和制度创新，形成了具有本国

特色的发展道路。尽管中美两国在社会政治、经济、

文化、历史传统等方面有很大不同，但也有值得我

国学习和借鉴的成功经验。美国教育的迅速崛起，

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在教育理论领域的积累、发展与

创新有着紧密的关联。

宁波大学贺国庆教授等撰写的著作《美国教育

思想史》（浙江大学出版社 2021 年版）是国家社会科

学基金教育学国家一般课题的最终成果。该著作从历

史角度梳理美国教育思想的孕育、生成、壮大的发

展过程，探讨了不同阶段代表性教育思想和主要流

派的内容主张、核心特征与历史影响，分析了各时

期教育思想的源变过程及内在历史关联。这不仅廓

清了美国教育思想发展的基本脉络，也充分把握了

美国教育思想演进的历史线索与具体内容，对于正

确理解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互动关系，特别是对

科学认识美国教育勃兴背后的教育思想因素等问

题具有重要价值。该著作力求全面反映美国教育思想

的发展脉络，既有对著名教育家教育思想的阐述，也

有对一些有影响的政治及社会人物教育观点的阐

述；既有对一般教育思想、教育思潮、教育流派的阐

述，也有对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等思想的阐述。

美国教育始终是我国教育史学研究的重点对象

之一，因此对美国教育思想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长

期备受重视，早在民国时期出版的外国教育思想史

著作中（如瞿菊农的《西洋教育思想史》、蒋径三的

《西洋教育思想史》等），即有对美国著名教育家（如

杜威）的教育思想及主要教育思潮或流派的介绍。

当代不少学者对美国教育思想进行了多个层面的

研究探讨，为我国不同时期的教育改革提供了重要

支持。可以说，《美国教育思想史》尝试在前人成果

基础上，尽可能广泛占有相关文献，推出一部能全

面反映美国教育思想变迁历程的教育史专著。

总体来看，在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美国

教育思想的形成与发展与其国家的出现一样，是一

种后发的现象，但是作为典型的个案，美国教育思

想史在西方教育思想史研究领域占据着非常重要

的地位。美国教育思想与其教育实践活动一样，是

世界教育史特别是西方教育史大家庭的一分子，更

为集中、典型地再现了一个民族国家从无到有、从弱

到强演变过程中人们对于教育发展的各种期盼。美

国教育思想史是认识人类教育思想发展轨迹和西

方教育思想发展变迁的一个重要窗口。

美国教育思想最初传承自欧洲，后来逐步形成

了自己的风格和传统，特别是 20 世纪以来美国本

土出现的一系列教育思想更是开时代之先，对世界

各国教育思想的形成及教育实践的发展均有着较

强的引领和指导作用。开展专门的美国教育思想史

研究，不仅有助于我们对于美国教育思想与该国教

育实践、与该国社会或国家发展、与该国人的培养

等多种因素之间关系的认识，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有

利于我们对于西方教育思想整体变化规律的把握。

（马立武 / 沈阳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美国教育思想史》评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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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斯泰洛齐家庭教育思想之精髓及其解析

经柏龙，张艳辉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裴斯泰洛齐认为，家庭教育是儿童教育的起点，儿童在家庭教育中能够形成最初的道德的

萌芽，为儿童道德发展提供准备；儿童是家庭教育的主体，家长通过鼓励儿童独立思考、探索自己的

潜能，使儿童为自己的成长“负责”；母亲是最好的家庭教育者，儿童能够在观察母亲的行为和与母

亲交往中发展自己的道德和智力；起居室是最合适的家庭教育场所，起居室能够为儿童提供发展需

要的要素；家庭生活是有效的家庭教育方式，家庭中的各种活动既能促进道德、智力和体力的平衡，

还能发展这三种力量。裴斯泰洛齐的这些关于家庭教育的观点不仅能够丰富我国家庭教育理论，还

能为我国新时代开展家庭教育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依循。

关键词：裴斯泰洛齐；家庭教育；教育价值论；教育主体论；教育主导论；教育场域论；教育手段论

中图分类号：G7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01-06

裴斯泰洛齐是 19 世纪瑞士著名的教育实

践家和教育思想家。他与德国的福禄培尔和赫

尔巴特并列被誉为 19 世纪欧洲出现的三个伟

大教育巨匠。裴斯泰洛齐的家庭教育思想是其

教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裴斯泰洛齐之所以

如此重视家庭教育，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

与他自己的童年生活有关。裴斯泰洛齐出生在

瑞士苏黎世的一个普通家庭，父亲在他五岁的

时候就去世了，是他的母亲和一位忠实的女仆

巴贝里把他抚养长大，虽然得到了无微不至的

关爱和照顾，养成了善良的性格，但是她们让

裴斯泰洛齐大部分的时间在家里，限制他的行

动，很少和父母或其他同龄人一起活动。裴斯

泰洛齐认为，他童年时候接受的家庭教育是违

背自然的，这种教育的缺失在以后的学校教育

中不能弥补。二是他在教育实践中逐渐意识到，

儿童的成长仅仅靠学校教育是不能完成的。因

为，学校教育很难实现发展儿童天性的教育目

的，不能给予儿童所需要的全部教育内容，无法

取代家庭教育的地位，只有家庭教育和学校教

育完美结合，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教育体系。

一、基于“人性观”的教育价值论：家庭教

育是儿童教育的起点

裴斯泰洛齐的家庭教育思想深受其人性

观的影响，他的人性观是建立在他对人性矛盾

的深刻认识基础之上的。他认为：“矛盾存在于

人性之中，要解释这些矛盾，只有从人性中寻

找答案。”[１]77裴斯泰洛齐认为，人性具有低级

天性和高级天性的两面性。低级天性表现出来

的是动物性，指的是人与生俱来的自我保护的

本能，不需要后天培养也能发挥其全部对人发

展的作用，动物性除了本能外没有其他新的能

力，不能支配人类的发展，永远受本能驱使；高

级天性表现出来的是人性，指的是人对自身完

教育史研究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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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创造性地工作，以及认识真理、理智思考等

的追求，人性并不是与生俱来的，需要后天培

养才能发挥其对人发展的作用。人类本性中有

一种品质可以绝对支配其全部能力，约束其天

性中的低级部分，并引导其做出种种努力以符

合道德标准，从而帮助其在人类社会中占据一

席之地，使人类遵循更高级的本性发展，这种

品质就是智力和道德的自主性。教育具有培养

人类这种品质的力量，能够帮助人类克服人性

中的动物性，逐步消除低级天性，并向高级天

性发展。人类从婴儿期开始就已经出现了智力

和道德的萌芽，所以，家庭教育对推动人从低

级天性向高级天性发展尤为重要。

裴斯泰洛齐认为，孩子出生之后，“婴儿只

具备人的动物本性，而且这些本性也是只处于

在最低级的发展状态……即使外面不以特殊

的方式增加对婴儿的营养和呵护，依然不能阻

止动物本性的发展……动物性便可能退化，但

绝不可能在发育成熟后超常发展”[２]46-47。也就

是说，当一个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只要他是

健康的正常的孩子，他本身就具有一种发展的

潜能。这种潜能来源于人的本能，即使父母不

给孩子任何干预，这种本能也会促进孩子身体

力量和灵敏度的发展，并且发展迅速，其中最

明显的发展是手眼协调和身体平衡。

但是，动物性的发展不能让婴儿成长为学

会享受和适应生活的人。因为婴儿出生后动物

性具有明显的特征和较快的发展速度，导致人

们容易忽视婴儿期的儿童所具有的高级天性，

也就是人性的萌芽。家庭教育最大的作用就是

在发展儿童动物性的基础上，保护和发展人性

的萌芽。“动物与婴儿期的人类极为相似，这种

相似性也极其引人注目。但是一直以来，我们

却忽视了个体生命初始阶段的人类本性。如果

用心观察，我们就会发现一些微弱的痕迹。这

些痕迹因为微弱而值得我们爱护和培植，更可

以充分激起我们对人类本性发展的兴趣。”[２]47

在儿童生命的早期，家庭教育不仅为儿童身体

生长发育提供必要的外界条件，还应该发现和

保护儿童智力和道德的萌芽。

家长通过给予儿童正确的感觉印象来培养

和发展儿童智力和道德的萌芽。裴斯泰洛齐在

《葛笃德如何教育她的子女》一书中强调：“所有

知识产生于感觉印象并又可追溯到感觉印

象。”[３]146感觉印象是一切知识的绝对基础，是

人类精神方面本性的开端，这种印象对于孩子

将来的成长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复杂的感觉

印象建立在简单的感觉印象基础上，孩子初步

对外界形成感觉印象是在婴儿期，尤其是道德

在婴儿期就已经开始出现萌芽，孩子最初的简

单感觉印象都来自家庭教育。“在人类生命的早

期，我们需要进行认知感觉的培养，而德行感

觉的培养也同样举足轻重，二者缺失都会产生

不利的结果。”[２]21婴儿在成长的过程中，儿童

为了本能的生存和发展需要认识家庭环境中

的各种事物，这使儿童对客观世界形成了初步

的认知感觉印象，这就是儿童智力的萌芽。在

参与和观察父母的人际交往中学会与人相处，

形成自己最初的德行感觉印象，这就是儿童道

德的萌芽，也是儿童发展的必然规律。这些初

步的感觉印象为以后约束儿童的动物性提供

了准备，所以，家庭是儿童教育的起点。

二、基于“儿童权利”的教育主体论：儿童

是家庭教育的主体

裴斯泰洛齐特别强调家庭教育中儿童的

主体地位，他认为：“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让孩

子圆满地完成学业，而是教会孩子适应生活；教

育不是培养孩子盲目服从规定和勤奋的习惯，

而是培养孩子自主的行为。”[２]51裴斯泰洛齐认

为，首先必须肯定“人”这个字的全部意义，承

认人的权利，这些权利包括明智地对待个人在

身体、智力和道德方面的潜能和发展。儿童有

权利发展自己的一切才能，“儿童的某些能力

目前或许并无大用，或许对将来的职业发展也

没有很大帮助，但是我们无权阻止儿童发展这

些能力”[２]51-52。教育者必须根据儿童的天性特

征来开发这种潜能。因此，“教育不仅要探讨儿

童的特点，还应探讨儿童适合做什么、该如何

做”[２]52。要实现以儿童为主体的教育目标，就

需要作为家庭教育外部力量的家长和具有发

展内在潜力的儿童共同的努力。

实施以儿童为主体的家庭教育的前提是要

有这样的父母：“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孩

子的一切环境，排除所有不适当的影响；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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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他们又能寻找到充分地利用特定环境所提

供的那种能激发孩子的爱和活动的动力。”[３]303

父母实施以儿童为主体的家庭教育，一是要充

分地认识家庭环境，在准确地判断家庭环境中

有利的和不利的因素后，通过一定的手段，尽量

排除那些不利的因素，保留那些有利的因素；二

是要有足够的耐心，认真而仔细地观察和了解

孩子，在儿童早期敏锐地发现孩子的认知风格

和性格特征，根据孩子的个性特点，利用家庭

中合适的因素帮助儿童发展认知和道德的正

确感觉印象；三是要承认儿童是具有独立人格

和巨大发展潜力的人，要肯定儿童作为“人”的

全部意义，而不能根据自己的认知和需求剥夺

儿童发展某种潜能的权力，儿童有权利选择发

展自己某些方面的能力。

以儿童为主体的家庭教育的实现，还需要

儿童自己的努力。儿童是自己的教育者，儿童

要学会自己思考并且要知道努力。“你们的孩

子不仅有能力注意和记忆某些概念和事实，还

有能力不受他人思想支配而独立思考……思

考的习惯可以使人舍弃无知的自满和浅薄的

轻浮，使人坦诚地意识到自己学识尚浅，使人

谦虚地承认自己知之甚少。”[２]53儿童在接受早

期教育的时候，就让其了解到，学习知识是需

要自己努力的，如果教学有太多的游戏性质，那

么孩子就会缺乏努力学习的欲望。但是这种努

力不应该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不能让儿童感到

恐惧，而是要用兴趣推动努力；不要让儿童被

动地接受教育，而要使儿童成为教育中的主导

要素；要鼓励儿童独立地思考，自发地探索结

果。在家庭教育中，家长不仅要发现儿童的特

点和潜能，还要让孩子以自己的兴趣和需要为

基础，主动地去探索自己的潜能；要使孩子认

识到自己的“责任”，知道自己有“义务”努力发

展自己的潜能，为自己的成长“负责”；锻炼孩

子学会利用家长或其他人的知识和见解，通过

自己主动的思考和努力，排除各种干扰因素，探

索结果，积累自己的智力和道德财富。

三、基于“爱和信任”的教育主导论：母亲

是最好的家庭教育者

裴斯泰洛齐特别强调父母，尤其是母亲在

儿童家庭教育中的重要性。他认为：“教育是母

亲神圣的职责。”[３]362母亲因为对孩子自然的

爱，而充满智慧地影响儿童。“明智的、有思想

的母亲会根据自己爱的本能做事，而不会屈从

于孩子的自私和任性。”[２]155父母在教育上不

会对儿童的自私和任性“示弱”，因为她们知道

自私利己思想会损害儿童的天性，使儿童变得

懒惰不爱思考，也难以懂得知足和感恩。他们

在帮助儿童改掉身上的自私和任性的同时，还

要使儿童理解父母对儿童的这种爱，培养儿童

克制和独立的品格。

裴斯泰洛齐在《天鹅之歌》中指出，婴儿身

上的爱和信任的第一批种子正是在母性的力

量和忠诚的影响下顺乎自然而发展的。“爱和

信任的感觉也是通过这种方式扩大到家庭生

活的全部领域。”[１]349孩子因为在婴儿期得到

母亲的养育和保护而满足，就会感到快乐，爱、

信任和感激的情感就在孩子的心中萌生。在和

母亲相处时，如果母亲在生活中能够做到自我

克制、仁慈、负责任，孩子就学会了克制、仁慈

并具备责任感；孩子接触到母亲的信任和喜欢

的人时，慢慢地就学会了去爱母亲爱的人，学着

用母亲的方式和其他人相处；婴儿开始有需求

的时候，等急了就哭，后来发现只有耐心地等

待才能得到满足，孩子就学会了有耐心；当孩

子意识到服从对自己有好处之后，就学会了服

从。可见，儿童的道德萌芽源于母亲的慈爱和

照顾，并在家庭生活中得到发展，逐渐扩展为

对工作和社会的爱。孩子以母亲为榜样，这就

是为什么父母对于儿童的教育，身教的效果大

于言传。对于孩子来说，家长讲的大道理是枯

燥的，有的是孩子不能理解的，因此不能真正

地对孩子产生影响。但是，孩子却有着惊人的

模仿能力，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怎么处理遇到

的事情、怎么和别人谈话沟通、怎么对待亲人

和朋友，为什么快乐、为什么发愁……这些都

会对孩子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人们在孩子

身上会发现父母生活的影子。

裴斯泰洛齐认为，儿童认知和道德方面的

发展，父母的教育效果要比学校教师的教育效

果好。父母教育孩子能够触及孩子的心灵。教

师教给儿童的知识是一种静态的知识，儿童不

能通过直观的观察和感受而形成对事物的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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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这样的知识很难直接成为儿童自己的知识。

但是在家庭中的情况完全不同，儿童在家庭中

接受的知识是一种动态的知识，这样的知识是

儿童生活的“必需品”，不需要刻意地传授，儿

童就能潜移默化地真正掌握这些知识，并且能

够熟练地运用。教师告诉孩子要仁慈，但是过

几天，孩子可能就忘记了。然而在家里，孩子看

见父母给予乞讨者食物，看见父母对不幸者表

示同情，孩子就能从中懂得了什么叫仁慈。

裴斯泰洛齐认为，母亲关于智力的教育不

需要丰富的经验和渊博的知识。裴斯泰洛齐在

《致格瑞斯夫的信》指出：“对于一位母亲而言，

无论她的知识储备多么贫乏，无论她的才能如

何平庸，她都知道身边无数事物的名称。但是

对于孩子而言，这些日常生活中的事物陌生又

复杂，母亲的教育可以使孩子快速地掌握事物

的名称，也可以引导儿童掌握那些有价值、有

意义的浅显概念。”[２]160教育的过程是帮助孩

子把日常生活中得到的混乱模糊的感觉印象

进行分离和概括，并使孩子在头脑中形成关于

这些对象的清晰概念，从而日趋完善孩子认识

事物的能力的过程，这是孩子智力发展的基

础。在家庭教育中，最重要的是父母能够认识

到教育子女是他们的事情，并且他们要保持对

孩子的热爱和耐心。生活中的任何事物、任何

事情都是教育的素材，儿童从生活的环境中就

能够学到各种各样的知识，并将各种生活知识

进行分类。

四、基于“要素教育”的教育场域论：起居

室是最好的家庭教育场所

“要素教育”是裴斯泰洛齐教育理论的重

要组成部分，他认为教育要遵循儿童自然发展

顺序，天赋的能力和力量是从简单到复杂的，任

何事物都是由简单的要素构成的。人的发展包

含三个方面，即身体、智力和道德，也就是教育

中的体育、智育和德育。体育最简单的要素是

关节活动，从关节活动开始，逐渐发展为全身

复杂的身体活动；智育最简单的要素是数目、形

状和语言，“使一切通过感觉印象而获得的认

识得以清晰的手段来自数、形、词”[３]89；德育最

简单的要素是儿童对母亲的爱，这种爱是因为

母亲对儿童真挚的爱而激发出来的，儿童由爱

母亲进而扩展到爱全人类。起居室在人类发展

的早期，就能够为儿童提供发展需要的这三种

最简单的要素。婴儿的早期身体是比较柔弱

的，行动受限，起居室为儿童关节活动提供了

舒适的环境；儿童呱呱落地后不久，就开始观

察自己周围的环境，环境中的任何事物都包含

了数、形、词这三个智育的简单要素；儿童最初

感受到母亲给予的真挚的爱就是在起居室内，

儿童也是在起居室内开始对母亲的爱有所回

应，产生爱母亲的这种情感。

因此，裴斯泰洛齐赋予了起居室非常神圣

的地位，他认为起居室是与儿童关系最为密切

的生活环境，是儿童早期生活的中心，是人类

生活和教育开始的地方。起居室能够唤起儿童

的心灵力量，是儿童道德和智力发展的天然基

础，是对儿童实施教育的重要场所。

裴斯泰洛齐认为要素教育，尤其是要素教

育中的智育要遵循直观教学原则。智育的中心

只能在儿童由出生开始从早到晚的生活的范

围内找到。“这个中心不是别的，就是家庭生活

这个圈子，即襁褓中的孩子从早到晚习惯观察

和需要观察的生活圈子。孩子反复地直观各种

事物，这些事物又以各种形象出现在孩子的感

官面前，孩子对于事物的印象也就日臻成熟和

完善起来。我们寻找的这个中心就是人的起居

室……此外，根本没有任何别的中心。”[１]360

儿童从婴儿时期起，就反复和直观地观察

起居室内的各种事物，这些事物又以不同的形

象出现在儿童的感官面前，这促使孩子对起居

室内事物的感觉印象日趋成熟和完善并形成

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未来儿童智力发展的基础。

父母因为对儿童自然的爱，能够给予孩子最多

的关注、最深的理解，所以，父母能够发现孩子

的兴趣和需要，在起居室内通过寓教育于游戏

或寓教育于活动的方式激发和培养儿童的求

知欲，发展儿童的智力。

裴斯泰洛齐认为：“道德和宗教的基本教

育以具有最亲密关系的整个生活圈子为出发

点，起居室将作为孩子们全部生活的中心并被

视为唤起孩子心灵全部力量的出发点。”[１]166

“在起居室里，一切有教育意义的东西，是

建立在孩子们对父母的信任和父母对孩子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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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关心和爱的基础之上的，这种爱扎根在感觉

的本性之中……脑、心和手的能力，不能简单

地通过孩子们对老师的信任得以产生和发展，

而在父母的居室里这是很自然的事。”[１]309在起

居室内的生活中，孩子通过观察自己家庭的生

活圈子，感受父母对自己的爱和父母与其他人

之间的亲密，很早就能开始对环境和人们之间

的相处模式产生一定关于爱和信仰的直观经

验，这些直观经验能够唤起孩子心灵的全部力

量，也就是道德的力量。“在德育方面，初等教

育是与家庭相联系的，因为他的主要方法是从

家庭中的亲子的情爱得来的。”[４]171也就是说，

这种在起居室中获得的道德的初步发展不仅

是儿童早期人性的发展，也是未来儿童接受初

等教育中的道德教育的基础。

五、基于“和谐发展”的教育手段论：日常

生活是家庭教育的主要方式

裴斯泰洛齐认为，人全面与和谐的发展是

儿童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真正的教育就是促

进人的心、脑、手三种基本能力的全面和谐发

展，实现人的道德、智力和体力之间的平衡。家

庭生活中的各种活动既能够促进三种力量平

衡，还能够发展这三种力量。家庭生活是可用

于教育的合乎自然规律的最重要的事物，“母

亲的意识、父亲的力量、家庭的全部美德、爱情

的全部魅力、在家中和家庭周围生活环境的全

部经历、在好人家的一切家庭劳动的训练、痛

苦、困难和最终把全体家庭成员联系在一起的

血缘，这一切都是进行真正良好教育的天然基

础”[１]176。婴儿出生后，家庭生活是其活动的主

要方式。在和父母生活、劳动和游戏过程中，生

活、劳动和游戏本身就在某种程度上锻炼了儿

童的身体；和父母共同活动，使儿童体会到了

亲人之间的爱和合作，这种直接经验就是初期

道德感觉印象的一个重要来源；无论是游戏还

是活动，都具有一定的目的性，在完成目标的

过程中离不开儿童的思考和向父母学习，这发

展了儿童的智力。

生活、劳动或游戏本身是完整的连续的和

一贯的事件，家庭生活中每一种事件活动都包

含了这三种基本能力，并使这三种力量有机地

结合起来。

据此，裴斯泰洛齐家庭教育最大的特点就

是将日常生活提供的各种活动变为有用的教

育，且不需要预先设计。家庭生活中每时每刻

发生的事情，都可以作为家庭教育的内容。他

还提出了贫穷生活教育，这是一种特殊而有意

义的家庭教育方式。母亲可以在家庭生活中，

通过引导儿童探究家庭生活中遇见各种事情

的原因，促进儿童思考行为的后果，使儿童形

成对事情的基本判断。

裴斯泰洛齐认为，儿童在家庭劳动中能够

发展自己身体的能力和智慧。在《林哈德和葛

笃德》一书中，裴斯泰洛齐生动地描述了葛笃

德在劳动中教孩子知识的情景，孩子们在帮助

母亲做饭、担柴和挑水的过程中，不仅认识到

了事物之间的关系，还认识到了火、空气、风和

烟的作用；孩子们在学习纺纱和缝纫的过程中，

需要不断地数纱线和针脚，于是学会了计算和

演算。孩子在参与劳动的过程中，既锻炼了手脑

和谐的能力，又学到了很多知识，一举两得。家庭

劳动不是纯粹的体力劳动，而是蕴含多种教育

意义的教育劳动：一是能使儿童获取生活相关的

知识技能；二是能为儿童提供发挥自己聪明才

智的空间，激发儿童的兴趣，锻炼儿童观察和思

考的能力；三是在共同的劳动中，能唤醒儿童

内在的责任感、合作意识等，促进道德的发展。

裴斯泰洛齐一生致力于帮助穷人通过教

育改善生活，并认为贫穷生活对人性具有普遍

的教育意义。“他将贫穷区分为两种程度，一种

是还可以承受的贫穷，类似于我们今天所说的

‘清贫的家境’；另一种是极度的贫困，使人忍

饥挨饿，病了得不到救治和护理，感到只能听

凭厄运的摆布，如此这般的贫困裴斯泰洛齐多

半称之为‘困苦’。”[５]87通过正确的引导，“贫穷”

也能变得有价值，成为一种教育的资源。“如果

清贫但是可以满足温饱，这种贫穷就不是消极

的，而是有积极作用的。清贫的家境原则上之

所以是积极的，因为它迫使单个的人，有力必

使，通过这种努力培养他的能力。”[５]87

当然，贫穷教育力量的发挥，并不是只能

在清贫的家庭中，每一个家庭的父母都可以通

过对儿童经济的适当控制，帮助儿童树立正确

的金钱观念，使儿童明白自己劳动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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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成勤劳、节约的习惯，激发儿童的上进心，让

儿童在逆境中努力奋斗，习得一技之长去保障

自己的温饱。在克服贫穷的过程中，儿童必须

付出劳动，努力思考，学会与人相处，这在一定

程度上促进了儿童德智体的和谐发展。

裴斯泰洛齐生活的年代距今已有两百多

年，但他的家庭教育思想至今仍闪烁着时代的

光芒，他的宝贵遗产对今天的家庭教育实施仍

具有启发意义。他的理论能够触及现代家庭教

育的热点和难点问题，可以为当今的家长及家

庭教育工作者提供理论和实践的借鉴。他的家

庭教育思想不仅对其生活的时代产生了巨大

的影响，而且对现在及未来人们的家庭教育也

必然会具有广泛而又深远的启迪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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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Essence of Pestelozzi蒺s Family Education Thought

Jing Bailong, Zhang Yanhui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Pestalozzi believes that family education is the starting point of children蒺s education, and children

can form the initial sprout of virtue and morality in family education, which provides preparation for children蒺s

moral development; Children is the main body of family education，andparents can make children“responsible”for

their own growth by encouraging children to think independently and explore their own potential. Mother is the

best family educators, and children can develop their morality and intelligence by observing their mother蒺s behav-

iors and interacting with their mothers. The living room is the most suitable place for family education, and it can

provide children with the elements needed for development. Family life is an effective way of family education.

Family activities can not only promote the balance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and physical strength, but also develop

these three forces. His views on family education can not only enrich China蒺s family education theory, but also

provide theoretical guidance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China蒺s family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Pestalozzi; family education; educational value theory; educational subject theory; educational

leading theory; educational field theory; educational means theory

【责任编辑：赵 颖 责任校对：刘北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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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迁与启示

郑 刚，吴娅鑫

（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 要：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历经了曲折的发展过程。清末，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由传教士引

进，并在清政府出台相关法规后逐步确立；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幼儿师范教育进入新的

发展阶段，幼儿教师培养课程获得制度保障；五四新文化运动至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幼儿教师培养

课程几经调整后逐步完善。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呈现如下特点：课程体系从外国化趋向

本土化；课程地位从依附走向独立；课程目标从封建保守迈向民主科学；课程内容从分散倾向统一；

课程结构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促进了幼儿教育中国化的发展，为近代中国

培养了一批专业幼儿教育人才，积累了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有益经验。新时代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改

革应与时俱进，注重课程体系的结构性，凸显课程内容的专业性，强化课程实施的实践性。

关键词：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历程

中图分类号：G615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07-09

幼儿教育的蓬勃发展离不开师范教育的

支撑，正如张雪门所说：“幼教的良窳，在于主

持幼教者的师资，而师资的由来，实由于师范

教育的培植。”[１]978其中，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既

是幼儿师范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幼儿师

范教育专业化的重要体现。考察近代中国幼儿

教师培养课程在不同时期的实践探索，科学总

结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历史经验，提炼其变迁

的特点与规律，对于更新当前幼儿师范教育培

养理念，构建新时代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新模式，

具有较强的历史借鉴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的历程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伴随近代中国幼儿

教育制度的逐步确立，幼儿教师培养逐渐受到

重视，相关培养机构的建立最早可追溯至 1892

年，而培养课程也随之萌生。中日甲午战争后，

一大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觉醒，对封建教

育提出严厉批判，由此推进了女子教育的兴起，

为幼儿教师培养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随

着幼儿师范教育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幼儿教师

培养课程在政府主导和民间推动下逐步走向

制度化和体系化。

（一）萌芽与初创：清末至民国成立前夕

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早期发展，

既离不开西方幼儿师范教育的被动传入，也离

不开国人的主动模仿和消化吸收。1892 年，美国

传教士海淑德在上海开办幼稚园教师培养

班，“该班每周六下午上课，收学生 20名”[２]85，

培养了近代中国的第一批幼儿教师。1898 年，英

国长老会于厦门创办幼稚师资班。此后，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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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幼儿教师培养渐成星火燎原之势。一方面，

中国资产阶级维新派倡导的“男女平等”思想

悄然鹊起，并对幼儿教师培养的发展产生重要

影响。1897 年，梁启超发表《论女学》，明确阐述

了女子教育的重要性；随后又发表《倡设女学

堂启》和拟定《女学堂试办略章》，提出设立专

门师范科的主张[３]791。这些倡议为幼儿教师培

养奠定了舆论基础。另一方面，教会组织不断加

快培养幼儿教师的进程，其主要目的是在中国

培养“牧师型”幼儿教师和宣传基督教。例如，

美国监理公会开办的苏州景海女学，美国长老

会设立的岭南大学高等幼稚师范专科部，以及

美国公理会成立的北京协和女子书院高等幼

稚师范专科部等。这些机构的设立引起国内有

识之士的高度重视，于是国人自办的幼儿教师

培养机构纷纷涌现。例如，1903 年由张之洞倡

设、端方主持创设的湖北幼稚园女子速成保育

科，开设了幼儿保育课程。端方明确提出：“诚

以此科成后，家庭教育由此兴，学校教育之施

功亦因以易，所关实非浅鲜。”[４] 该科的成立，

在一定意义上标志着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

课程的萌生。此后，张之洞以“备将来绅富之家

雇佣乳媪之选”为主张，在湖北设立敬节堂和

育婴堂，聘请日本女教师讲授保育法[５]92。同

年，天津严氏女塾附设保姆讲习所，开设了保

育法、音乐、弹琴、体操、游戏、手工等课程，传

授专门幼教知识和技能[５]111。可见，该机构的

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框架已基本建构起来。

正是在“且近来京外官商士民创立女学堂，

所在多有”[６]596这种形势的迫使下，清政府开

始发展女子师范教育，由此带动了幼儿教师培

养课程的进步。1907 年，清廷颁布《奏定女子师

范学堂章程》，在“立学总义”中确立了幼儿教

师培养课程的目标，即“……讲习保育幼儿方

法，期于裨补家计，有益家庭教育为宗旨”[５]98；

开设的课程有修身、教育、图画、家事、手艺、音

乐和体操等。此项章程的颁布标志着近代中国

幼儿师范教育课程体系首次在国家级文件中

出现，使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正式从萌芽阶段过

渡到初创阶段。政府层面文件的颁布，促进了

国内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的创设及课程设置的

规范化。例如，吴朱哲女士于 1907 年开办的上

海务本女塾，规定的学习科目有保育法、儿童心

理学、教育学、修身学、谈话、乐歌、图画、手工、文

法、习字法、理化和博物等[５]114。1909 年，中国图

书公司发行了《保姆传习所讲义初集———保育

法儿童心理学》，旨在进一步帮助幼儿教师掌

握专业的保教方法。其中指出，幼儿师范生应

修习保姆资格、保育事项、看护术、恩物、手技、

谈话等课程[５]116。该书的发行，有助于幼儿教

师培养课程的设置更加完善，更符合现代幼儿

教育发展的需要。

回顾清末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创设与演

进，总体而言，虽是学习模仿国外经验的产物，

但也力图结合本国实际，由此不仅初步推动

了幼儿师范教育的进步，也为此后幼儿教师培

养课程的发展提供了初始经验。

（二）起步与发展：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

运动时期

民国初年，虽受政局不稳、战争不断等因

素的干扰，但幼儿教育仍得到了国家及社会各

界的相对重视，获得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与幼

儿教师培养课程相关的内容在多项法规中均

有提及。例如，1912 年公布的《师范教育令》和

《师范学校规程》都规定“师范学校附设幼稚

园保姆讲习科”[７]224，由此明确了幼儿教师培养

在师范教育中的地位。此外，《师范学校规程》

还要求开设修身、习字、保育法、图画、手工、

乐歌、体操、心理等课程[８]704。1913 年制定的

《师范学校课程标准》，也拟定了与《师范教育

令》大体相同的课程体系。这些法规的相继颁

行，为民国初年幼稚师范科的设立构建了一个

大致框架。但因政局更迭，以上法令并未得到

落实。

这一时期，教会幼儿教师培养机构的数量

也在不断增加，先后涌现出厦门怀德幼稚师范

学校、福州协和幼稚师范学校、苏州教会景海

女学幼稚师范科和杭州私立弘道女学幼稚师

范科等专门学校。而燕京大学、复旦大学和齐

鲁大学等高校，也设立了幼师专修科或幼稚师范

学院。以 1916 年创设的苏州教会景海女学幼

稚师范科为例，其对幼儿教师培养的办学宗旨、

招生对象和学制年限等方面均有明确规定。该

科开设的课程则可分为理论课和技能课。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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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有心理学、国民教法、圣道教法、学校管理

法、近代教育史、启智用具法和秩序法；技能课

有音乐教法、唱歌、美艺、故事、实习课程、幼稚

与国民歌曲[５]357。可见，其时教会幼儿教师培养

课程已初步具备较为完整的体系，课程内容比

较全面。

在国人创办的幼儿师范学校中，江苏省立

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幼稚师范科是典型代表。该

科开设的课程，不但有国文、混合数学和自然

研究等公共理论课，还包括教育概论、教育概

况、心理学、儿童文学与故事、园艺、幼教理论、

儿童心理、测验统计及实习等专业理论课和专

业技能课[５]322。该课程体系最鲜明的特点是，除

注重理论课程的学习外，还充分利用现有场地

组织学生开展实地实习和讨论，并将其学分纳

入培养课程的总学分之中。

政权的更替引发了社会思想的更新，因而

民国初年至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的幼儿教师

培养课程表现出较为鲜明的进步性和正规性。

但受尊孔复古运动的干扰，其时的幼儿教师仍

被冠以“保姆”之类的称呼，并且公办师范学校

并未放弃开设“总义”和“古文”之类的传统课

程，导致专业理论课在总课程中屈指可数。同

时，多数幼儿教师培养机构为教会所办，宗教

色彩浓厚，总体课程内容以教授技能为主，而

涉及理论的课程则过于抽象。

（三）形成与调整：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至南

京国民政府时期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在政局相对稳定的

情况下，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步入较快发展阶段。

1922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会联合会第八次会议

完成了对中小学课程体系的修订，但对幼儿教

师培养课程的修订有所忽略，导致相关内容分

散在中小学课程之中，缺乏统一标准。1929 年，

由陈鹤琴起草、教育部修订的《幼稚园课程暂

行标准》开始试行。1932 年，《幼稚园课程标准》

（以下简称《标准》）正式颁布。《标准》规定了幼

儿教师应具备的基本教育素养，在一定程度上

倒逼幼儿师范教育必须进行改革。1933 年颁布

实行的《师范学校规程》（以下简称《规程》），则

将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标准进一步具体化，并

要求各学校按照自身实际设立幼稚师范科及

其修业年限。1935 年，修订后的《规程》再次完

善了不同修业年限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总

目标、课程范围和保教方法要点等内容。在课

程范围之下，又分列目标、内容和最低限度三

项，从而使其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加之有《标

准》提供的配套方法可供采纳和选择，因而有

利于提高课程实施的效能。以《三年制幼稚师

范科教学科目表》为例（见表 1），该科目表规定

幼儿教师培养要注重师范生在思想品德、自然

科学、生活常识等方面的学习，并加强其在幼

稚园实践课程中的实际练习。此外，该科目表还

明确规定了师范生每周的教学科目和自习时

数，以及每科所要达到的基本教学目标。就具

体的课程科目来看，该科目表在横向上分为专

业课和公共课，课程设置更加完整，有利于幼儿

教师综合素质的培养；在纵向上，专业理论课

占比上升，专业技能课也加入了一些本土化元

素，如农艺和工艺等课程受到重视，符合当时

中国社会农业、工业的发展趋势。总体而言，这

一系列法规的颁布促使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

系愈发清晰完善，幼儿师资数量就此快速增加，

幼儿师范教育逐渐呈现欣欣向荣的景象。

抗日战争爆发后，南京国民政府集中力量

发展中等师范教育，致使幼儿师范教育处于乏

人问津的状态，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改革也被迫

停滞。直至 1944 年，南京国民政府修正并公

布了二年制和三年制的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

表，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才再次受到重视。1948

年，南京国民政府又邀请陈鹤琴等教育专家修

订《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每

周教学及自习时数表》，对幼儿师范生每学年

表 1 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表（1935 年）

学制

第一学年

三年制

学年 公共课 专业理论课 专业技能课

公民、国文、历史、
地理、生物、化学、
算学、体育

卫生、教育概论、
伦理学

游戏、农艺、美术、
音乐

第二学年
公民、国文、军事、
算学、物理、体育

看护、保育法、儿
童心理、幼儿园
教材及教学法

音乐、工艺、美术、
实习、游戏

第三学年 公民、体育、国文

幼稚园行政、教
育测验及统计、
幼儿园教材及教
学法

家事、音乐、实习

资料来源：《中国学前教育史资料选》，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版，
第 24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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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培养课程作出更为细致、科学的划分[９]34。值

得注意的是，此科目表在 1935 年科目表的基础

上进一步细化了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设置，在

公共课程方面，不仅将国文分为基本国文和幼

儿语文，还划分出社会和自然两大文理课程，

对于专业课程的划分则更加细致全面。例如：

将音乐课分为器乐、唱歌和发音；将幼儿教育

课分为幼教理论、行政、教材和教法等。可见，

这一时期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不仅注重师范

生在理论技能方面学习的广度，而且注重其学

习的深度。

由于“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兴起，教会主导

的幼儿师范学校被逐步取代，国人自办的幼儿

师范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并且各校的幼儿

教师培养课程呈现出鲜明特色。1927年，厦门集

美幼稚师范学校成立，该校主要开设语言、社

会、科学、音乐、美工、健康、儿童心理、普通教

育、选修课、实习等课程[５]324。实践课程是其中

的特色，包含家事、校务、幼稚园等内容，由此开

创了实践课程的新模式。北平幼稚师范学校除

开设了规定的幼儿教师必修理论课程外，还设

有幼稚园实习、家政实习、自然实习、儿童文学

实习、手工实习和游戏实习等实践课程[５]330-331，

从而将知识、技能、兴趣、习惯和态度等融入整

个课程体系中，以培养具备个性、活力和创造

力的“新幼儿教师”。1940 年，中国第一所独立

设置的公立幼稚师范学校———江西省立实验

幼稚师范学校成立。该校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

打破并重组了以往的课程模式，开设精神训

练、基本训练和专业训练三大类课程[１]281，从

教、学、训着手，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幼儿教师。

1943年，该校升格为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在

原有科系的基础上增设幼师专修科，成为中

国教育历史上首个培养大专学历幼教师资的

公立教育机关。该校一方面设置人生科目（包

括文化与人生、社会与人生、自然与人生）、伦

理学、国文和基础教育概论等必修课[５]348；另一

方面，在幼儿教育原理、幼稚师范生设施、幼儿

艺术等专业课中，均强调按照观察实验、参考

阅读、发表创造和批评改进等四个步骤进行教

学[10]147，使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在理论、试验和

研究方面走向一体化。

总体而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后至南京国

民政府时期，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在探索中不断

完善，其变化不仅体现在教育部多次颁布和修

订的法规上，还体现出教育家坚持不懈的创新

与探索精神，逐渐构建起一套具有科学、民主

精神的课程体系。

二、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的特点

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在逐步发展

中不断完善，为社会培养了一批幼儿教师，从而

推动了幼儿教育事业的快速发展。纵观近代

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迁，主要呈现出以

下特点。

（一）课程体系：从外国化趋向本土化

清末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受外国资本

主义及教育思潮的强烈冲击，西方传教士主办

的幼儿教师培养机构在中国率先萌生。因此，

这一时期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基本由教会主

导。而国家颁布的有关幼儿教师培养的章程和

法规主要照搬和借鉴西方，严重缺失本土特征。

例如，《癸卯学制》和《壬子癸丑学制》倾向于学

习日本，《壬戌学制》则倾向于学习美国。就课

程内容而言，教会创办的机构几乎都将英语、

宗教教义等列为必修课，在总学分中占比较

高，目的是对幼儿师范生进行潜移默化的思想

控制。此外，部分国人自办的幼稚师范学校所

聘任的教员主要来自日本，由此导致学生所习

科目内容大多由日籍教师决定。例如，课程中

的儿歌均由日本儿歌翻译而来，所用教具皆属

于外国制造。可见，这一时期幼儿教师培养课

程体系整体显现外国化的倾向。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陶行知、陈鹤

琴等教育家陆续留学归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

开始逐步显现出本土化的特点。例如：南京国

民政府邀请本国教育家共同商讨制定专门的、

适合国情的幼儿师范课程；在课程内容中取消

宗教类课程，加入了国文、公民等课程。同时，

“收回教育权”运动使民族意识空前觉醒，教

会所办的学校逐步被收回。自此，幼儿师范教

育逐渐摆脱了外国化倾向，开始实现本土化发

展，更好地服务于中国社会。

（二）课程地位：从依附走向独立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幼儿教师培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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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依附地位。主要原因有两点：其一，由于中

国传统幼儿教育的主要场所是家庭，导致清末

民初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归属于家庭教育体

系。例如，政府颁布的相关文件规定，创办幼儿

师范教育的目的是促进家庭教育的发展，而非

独立体系。其二，幼儿教师培养的场所主要设

立在小学堂、女学或中等师范学校内，后又扩

展至女子师范学校或教会大学内，缺乏单独设

置的教育机构。尽管1912 年颁布的《师范教育

令》强调要设立“保姆师范科”，但其培养课程

的具体内容与其他师范教育课程相差较小，难

以体现特色及独立性。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教育学学科意

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幼儿教育理论研究的持续

加深，近代中国幼儿师范教育逐步走上独立发

展之路。具体表现在：其一，在学术探讨上，教

育家强烈呼吁应独立设置幼稚师范学校。例

如，张宗麟就“中国教育现状下，是否应该设立

幼稚师范？”这一问题展开论述，并具体分析了

当时幼稚师范学校的办学现状、学生学业水

平、课程内容和毕业人数等[５]201-210。他指出，中

国必须开设独立的幼稚师范学校，而且要大力

停办教会幼稚师范学校，培植幼稚师范教师人

才[５]210-211。陈鹤琴在《我们的主张》一文中提出,

幼儿阶段的特殊性和差异性要求幼儿教师必

定要有充分的学识、高超的技能、特别的训练，

方能因材施教。因此，他认为必须开设独立的

幼稚师范科或幼稚师范学校，才能满足当下幼

儿教育的发展[５]148-160。其二，在课程实践上，一

些幼儿师范学校开设了更加专业、更符合幼儿

教师发展的理论课程。例如，厦门集美幼稚师

范学校设有社会、健康和儿童心理等课程。其

三，在办学层次上，幼儿师范教育发展为幼稚

师范科、独立幼稚师范学校和国立幼稚师范专

科学校等三个阶段，表明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

整体地位不断向独立自主、高层次和高标准的

方向发展。其四，在政策制度上，南京国民政府

相继发布《新学制课程标准纲要》《师范学校规

程》和《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及各学期

每周教学及自习时数表》等文件，对幼儿教师

培养课程作出专门规定。上述变化表明，民国

后期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不但摆脱了外国教

会的影子，也正式从中等师范和高等师范学校

课程设置中分化出来，形成了一套独立、系统

和富有本土特色的课程体系。

（三）课程目标：从封建保守迈向民主科学

近代以来，随着民主观念的兴起与传播，

中国女性的角色和地位也随之发生转变。但在

幼儿教师培养课程设置方面，封建保守思想仍

一度根深蒂固。具体表现在：其一，政府培养幼

儿教师的目的就是为家庭教育培育“保姆”，这

种认知一直存续至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其

二，幼儿教师的社会认可度较低，且培养出来

的“保姆”大多为社会上层阶级服务；其三，具

有封建性质的修身类课程在总课程中仍占据

重要地位，如《女戒》《教女遗规》等课程并未完

全废除。这些现象都表明，清末民初的幼儿教

师培养课程目标带有较为浓厚的封建保守性

色彩。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女

性认识到自身价值，加之幼儿师资尤为紧缺，而

原有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已难以适应社会发

展的需要，迫切需要制定新课程体系来满足师

资培养的新要求，新的发展变化由此产生。在

制度层面，《幼稚园课程标准》和《师范学校规

程》对幼儿教师的思想品德、民族意识、科学素

养、幼儿教育情怀等方面作出明确的目标规定，

为此后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目标的完善奠定了

基础。在实践层面，教育家根据实际需要开办

各式各样的幼稚师范学校，践行民主科学的先

进理念和积极探索的创新精神。例如，陶行知创

办的南京晓庄师范学院和陈鹤琴创办的江西

省立实验幼稚师范学校，其共同目标都是探索

符合中国实际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系，为近

代中国培养一批具有民主、科学和实验精神的

新式幼儿教师。可见，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幼

儿教师不再被当成简单的体力劳动者来培养，

而是被看作一个需要专门训练的专业领域。

（四）课程内容：从分散倾向统一

近代以来，中国的新式教育开始快速发展，

但是幼儿教育曾一度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

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系呈现整体分散的特征：

其一，在国家政策方面，清末至南京国民政府

初期出台的相关政策法规，并未针对幼儿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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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课程的具体内容作出明确规定，只将其分

散在小学、女学或中等师范教育体系中。例如，

1912 年的《师范教育令》虽规定了幼儿教师应

修习的科目，但对每门课程的课时安排、教学

目标等缺乏统一规定。其二，在课程内容方面，

各个学校的课程体系未明确区分公共课、专业理

论课、专业技能课和专业实践课，而是将所有

课程混杂在一起，导致师资培养标准整体失衡。

鉴于以上问题，1933年，南京国民政府出台

了关于二年制和三年制幼儿教师培养的《规程》，

此举表明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内容开始由分散

走向统一。其一，《规程》规定了师范学校的教

学科目、学科顺序、课时分配、科目要求、学年

编制及学周安排等内容，为当时幼儿师范教育

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其二，《规程》及 1944

年修订的科目表，对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内容

作出明确划分和归类，使课程体系在内容上更

具条理性和统一性。总之，这一时期不仅从形

式上结束了清末以来各地幼儿教师培养课程

分散不一的局面，而且使各类幼儿师范学校在

课程内容安排上有了统一的参照标准，从而促

使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更符合培养专业化师

资的需要。

（五）课程结构：从单一化转向多样化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幼儿教师培养课程

的整体结构呈现单一、不完善的特征：一方面，

就课程类型的比重而言，显现出重技能、轻理

论的问题。例如，技能类课程有音乐、弹琴、体操、

游戏、手工等，而教育理论类课程只开设了心

理学、教育学、保育学等，且讲授内容较为粗

略。另一方面，实践课程虽有安排，但实践活动

的形式较为单一，见习、讨论等环节基本被忽视。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随着 1933 年《规程》

的颁布及幼儿教育家大力开展改革实验，幼儿

教师培养课程呈现新的发展态势：其一，对技能

类课程进行基本分类。《规程》不仅设置了弹、

唱、跳等技能课程，还进一步添加了体育、游戏

活动、劳作、工艺等课程。1948 年修订的三年制

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则加入了有关音体美及

游戏的理论课程，从而使幼儿师范生不仅明白

如何去做，更明白为何那样做。其二，理论类课

程体系更加丰富。在原有教育学通识类课程的

基础上，又分别开设了社会、自然、历史、幼儿

心理、幼儿保健、儿童文学、幼稚教育等公共通

识理论课与幼儿师范生专业理论课。这些理论

课程更适合幼儿师范教育的发展，使课程体系

更加科学规范。其三，实践类课程受到重视。这

一时期，实践类课程的形式更加丰富多样，时

间安排也更为灵活。例如，1927 年，厦门集美幼

稚师范学校开设的实习课程包括家事、校务和

幼稚园。陈济成于 1933 年发表的《幼稚师范实

习指导的一个具体方案》，将幼儿师范生的实

习课程分为参观、实习、试教和讨论四个部分，

并对每个部分作出时间安排及学分要求[11]。

综上，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在技能、理论和

实践方面经历了由单一化向多样化转变的过

程，使其结构在民国后期更加完整，从而有利

于培养高层次、高水平的幼儿教师。

三、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的

影响

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发展变迁

经历了艰难的探索过程，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

失败的教训。例如，受时局影响，不同时期的各

级政府对幼儿教育缺乏足够重视，导致幼儿教

师培养课程改革时断时续，缺乏一以贯之的原

则和精神。而且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存在重宏观

设计、轻实践操作的缺陷，致使培养质量良莠

不齐。尽管如此，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

变迁历程仍是幼儿教育中国化的重要内容，是

推进幼儿教育中国化的重要途径，是中国现代

幼儿教育筚路蓝缕、开拓创新的历史写照，在

中国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一）促进了幼儿教育中国化发展

兴办师范教育是发展近代中国幼儿教育

的关键和前提，推动培养课程的不断完善是促

进幼儿教育中国化的重要路径。清末民初的幼

儿教师培养课程患有严重的“外国病”，其内容

和结构基本是刻板地照搬日本和欧美诸国的

模式。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一批教育家秉持

“洋为中用”的宗旨，探讨幼儿教育中国化发展

路径，使幼儿教师培养课程逐步走向本土化、

大众化和科学化。其中，影响最显著的是陶行

知、陈鹤琴、张宗麟等教育家，他们立足当时中

国的实际国情、社会现状和幼儿教育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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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翻单纯模仿国外的课程模式，逐步开创了平

民化的、独立自主的培养课程。在课程地位、课

程目标、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等方面，他们在

不断吸收世界各国有益经验的同时，努力探寻

适合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发展的新途径。

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革，带动

了幼儿教育的观念更新、制度变革和实践发展。

在思想层面，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开始关注幼儿

的身心和谐发展，尊重幼儿的个性和兴趣，注重

培养幼儿对直接经验的掌握，帮助幼儿养成健

全的人格；在制度层面，政府先后颁布了《幼稚

园课程标准》《幼稚园设置办法》等文件，将幼

儿教育纳入基础教育的起步阶段；在实践层

面，幼儿教育机构强调教育与保育并重，主张

幼儿教师要树立“儿童本位”观，禁止体罚幼儿

等。同时，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幼儿

教师培养课程还积极吸收外来先进文化，初步

实现了幼儿教育在思想、制度和实践等层面的

中国化发展，体现出对幼儿教育规律的把握。

（二）培养了一批专业的幼教人才

纵观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迁

历程，其最直接的影响就是培养了一批专业的

幼儿教育工作者，迈出了幼儿教师专业化发展

的第一步。随着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系的完

善，各类幼稚师范学校在课程结构和内容方面

逐步强调幼儿师范生培养的专业化。在公共课

方面，注重加强幼儿教师个人素养的提升和对

通识知识的掌握，要求教师要热爱本民族的文

化，热爱幼儿教育，并具备高尚的职业道德和

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在专业理论课方面，设置

了教育学专业必修课和幼儿教育学科必修课，

使幼儿师范生既能掌握师范教育的共性，又可

明确幼儿教育的特性；在实践课方面，将实习

课程划分为参观、实习、试教、讨论等环节，使

幼儿师范生能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中，做

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提高自身综合素质。例

如，张雪门主持的北平幼稚师范学校所培养的

幼儿师范生，专业知识扎实，实用技能熟练，具

有高尚的职业道德，责任心极强，因而颇受社会

欢迎。1932 年，第一届学生毕业时，“西至太原，

南至鲁、豫，远道延请，全级学生为之一空”[12]152。

整体而言，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始终处

于不断调整与改进中，同时坚持理论与实践相

结合，从而培养了一批专业、优秀的幼儿教师，

缓解了当时幼儿师资紧缺的状况，促进了幼儿

教育的发展。

（三）积累了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有益经验

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迁，不仅

是不断学习借鉴域外经验的结果，更是国人自

主探索实践的结晶。一批幼儿教育家在坚守

“教育救国”使命的同时，理性分析中国幼儿教

育面临的严峻形势，准确把握时代变革的新趋

势，紧密结合近代中国实际，以探索科学化的

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目标和体系。即使在时局动

荡之际，教育家们仍纷纷根据各地幼儿师范教

育的实施情况，及时调整培养课程科目和细

则，保证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规范性和幼儿教

师的培养质量。因此，在抗日战争时期，教育家

对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探索也并未停止。例

如，1938年，张雪门主持并担任校长的北平

幼稚师范学校在桂林复校，后因战局影响被

迫停办。1944 年，张雪门又续办重庆幼稚师范

学校，招收战时儿童保育院毕业的学生，调整

课程设置，进行短期培训，旨在造就当时急需

的保育员。历史证明，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改

革并非一蹴而就，不仅需要积极吸收国外先进

理念，还要发挥独立创造精神，扎根中国大地，

服务社会需求，全方位推进课程变革。

四、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变迁的启示

探讨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迁

历程，总结其有益经验，不仅对丰富中国幼儿

教育史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构建新时

代幼儿师范课程体系有较为突出的借鉴价值。

（一）重视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改革

1907 年颁布的《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

规定了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目标和内容，标志

着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系在国家制度层面的

正式确立。此后，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起步与发

展，离不开政府相关行政部门的主导和管理，以

及其他社会力量的参与。从《师范教育令》《师

范学校规程》和《三年制幼稚师范科教学科目

表》的反复修订，到独立设置的幼稚师范院校

的课程改革，从课程目标和课程方针的确立到

课程内容和课程结构的补正，近代中国幼儿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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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培养课程的发展与完善是在政府引导、民间

推动等多方力量合作下实现的。虽然受政局

等复杂因素的影响，近代中国幼儿师范教育的

发展时断时续，但课程改革却始终艰难推进。可

以说，没有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改革，就没有近

代中国幼儿教育的发展。

坚持改革是推进幼儿师范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关键所在，幼儿教师培养课程改革是其中

的重要突破口：其一，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是促

进幼儿师范教育良好发展的重要前提，政府应

充分认识幼儿教师培养对高质量教育发展的

重要性，在此基础上制定系统全面的幼儿师范

教育培养的法规、政策、目标、方针和评价机制

等，并督促各地区稳步推进，严格落实；其二，

教育主管部门应准确把握新时代高质量教育

发展对人才规格的需求，及时调整幼儿教师培

养的课程目标，完善课程体系，以彰显时代特

色和行业特质；其三，幼儿教师培养单位应与

时俱进，开设独具特色的幼儿师范教育课程，

确保人才培养的规模和质量；其四，幼儿教师

自身也要关注幼儿教育行业的新动态，主动学

习新知识，努力提高综合素质。

（二）注重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系的结构性

清末民初时期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较为

注重幼儿教师对实践技能的掌握。此后，随着

西方先进教育理念的传入，各幼儿师范教育机

构又开始重视幼儿教师对本国人文、地理、自然

等方面内容的学习，并对通识类知识进行整合，

将公民、社会、史地、政治等科目划归于社会一

科，将幼儿卫生、营养、预防疾病等科目划归于

幼儿保健一科。这种课程安排有利于培养出高

素质的幼儿教师，但由于设计过于繁重，课程

目标要求较高，因此加重了师范生的学习负

担，压缩了其专业课程和实践课程的学习时间。

基于幼儿身心发展的需要，各培养单位在

日常教学中应重视通识类课程的开设，使其在

课程体系中占有适宜比重，以提升幼儿教师的

全方位素养。同时，通识类课程的教学难度不

应过高，以幼儿教师能够在幼儿园工作中实际

运用为宜。此外，幼师培养单位还要基于《幼儿

园教育指导纲要》和《3-6 岁儿童学习与发展

指南》等文件的规定，优化课程结构，整合专业

课程资源，提高实践课程比重，以培养综合素

质高、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强的新时代幼

儿教师。

（三）凸显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内容的专业性

清末民初时期，国人对幼儿教育的认识存

在误区，导致幼儿教师长期被当作“保姆”来培

养。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幼儿教育的重要性

受到关注，教育界认识到要根据幼儿身心发展

特点制定专门的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体系，注重

体现幼儿教育的专业性特点。例如：北平幼稚

师范学校开设了游戏实习、自然实习和手工实习

等课程；国立幼稚师范专科学校开设了幼儿

艺术、泥工、园艺等课程。这些课程设置在一定

程度上体现了幼儿师范教育的显著特征，是反

映其专业性的重要表征。

幼儿教育是人类接受教育的启蒙阶段，因

此必须明确幼儿师范生要“学什么”“如何学”

等问题。在理论与实践课程内容的安排上，各培

养单位要凸显幼儿教师培养课程与其他师范

教育课程的差异，加强对幼儿师范生专业素

养的培育，提升其专业素质。由于幼儿教师主

要面向活泼可爱的幼儿，因而各培养单位应开

设丰富多彩的专业课程，提升幼儿教师的综合

素养和专业能力，激发幼儿师范生自身潜藏的

活力及自觉关爱幼儿的意识，为其将来更好地

适应幼儿教育工作奠基。

（四）强化幼儿教师培养课程实施的实践性

回顾近代中国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变迁

历程不难看出，不论是政府还是教育家，都较

为注重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实施，尤其是在

合理安排理论、技能和实践等类课程的基础上,

特别重视实践类课程的开设与实施。例如，厦

门集美幼稚师范学校成立后，在课程改革方面

除重视专业知识外也极为重视技能训练，具

体表现为提高见习与实习在课程体系中的比

重，除在第四学年安排一学期的“大实习”外，

其他学期均安排有“小实习”。毕业时，学校要

求实习的学分须达 76 学分以上，约占总学分

数的 1/4。

对于当前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实施而言，

新时代幼儿教师培养课程的实践性内涵应更

加丰富，既要包含理论课程中的见习和技能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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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nsformation and Enlightenment of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in Modern China

Zheng Gang,Wu Yaxin

（College of Education,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Abstract：Modern Chinese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has experienced a tortuous process of de-

velopment.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the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was introduced by missionaries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after the Qing government issued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preschool teacher education entered a new stage of

development, and the training courses for preschool teachers were guaranteed by the system. From the May 4th

New Culture Movement to the Nanjing National Government, the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was grad-

ually improved after several adjustments. The changes of the curriculum of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in modern

China show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curriculum system tends to be localization from foreignization; Cur-

riculum status from dependence to independence; The goal of the curriculum is to move from feudal conservatism

to democratic science; The curriculum content from the scattered tendency unification; The curriculum structure

has changed from simple to diversified. The change of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promotes the devel-

opment of the sinicization of preschool education, cultivates a number of professional preschool education talents

for modern China, and accumulates beneficial experience of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curriculum. The curricu-

lum reform of preschool teacher training in the new era should keep pace with The Times, pay attention to the

structure of curriculum system, highlight the professionalism of curriculum content and strengthen the practicality

of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Key words：modern China; preschool teachers; training courses; transformation process

【责任编辑：刘振宇 责任校对：赵 颖】

作，也要重视实践类课程，通过实践活动切实

提高幼儿师范生的教育教学能力。为此，教育

主管部门要制定明确的规章制度，规范实践类

课程设置。幼儿教师培养单位也要合理规划课

程体系，优化资源配置，坚持理论学习与实践

教学相统一的理念，为学生提供更多的实践机

会，努力提升其实践能力，从而为幼儿师范生

未来走上岗位奠定坚实基础。

015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二○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收稿日期：圆园22原03原16

基金项目：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重点项目（DOA180302）

作者简介：赵伟，男，辽宁铁岭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育学与编辑学研究；杨晓颖，

女，内蒙古赤峰人，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教育史研究。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特点与启示

赵 伟，杨晓颖

（沈阳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解放战争时期，教科书编撰作为解放区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对中国共产党领导解

放战争取得胜利起到了推动作用，也见证了近现代中国教科书编撰工作的历史发展。解放区的教科

书编撰工作，使教育有效地为解放战争和土地改革服务，引导解放区开展文化知识教育，提高了教

育教学质量，并为全国解放积累了宝贵的教育经验。教科书不仅是教育教学的工具、社会发展变革

的见证，也是思想文化的重要体现。研究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概况及其特点，既可了

解教科书编撰工作在促进当时教育发展方面的情况，也可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

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

中图分类号：G632.3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16-08

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是指在抗日战争

末期，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推翻国民

党反动统治建立人民政权的地区[１]644。解放区

通常在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是中国

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革命战争胜利的重

要依托。当时，随着国内政治、军事形势发生重

大变化，各解放区的教育形势也处于不断发展

变化之中。教科书作为解放区教育发展的关键

着力点，其编撰工作适应了不断发展的革命战争、

土地改革和生产生活的需要，为解放区教育事

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本文以解放区普通

教育教科书为例，阐释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

科书编撰工作发展的概况、特点及启示。

一、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要探究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科书编

撰概况，首先须明确解放区的行政区划。学界

对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的划分说法不一，如马

洪武与王明生在其主编的《革命根据地史话》

中，将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分为东北解放区、西

北解放区、华东解放区、中原解放区、华北解放

区[２]160-161。笔者主要结合地理划界，并依据董纯

才编写的《中国革命根据地教育史》（第 3卷），将

解放区划分为华北解放区、东北解放区、陕甘

宁解放区、晋绥解放区、山东解放区、苏皖解

放区、中原解放区。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

教科书编撰工作无论是在数量规模、题材选

择，还是在组织形式等方面，都是值得充分肯

定与深入研究的。仅就解放区教科书的编撰数

量规模而论，依据《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

材（1919—1949）》的粗略统计可知，解放战争

时期各解放区共编撰出版中小学教科书约

356册，其中小学教科书 302 册，中学教科书 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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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以小学教科书为例，其中包括《小学国语》

《小学历史》《小学地理》《小学算数》《小学自然》

《小学常识》《小学卫生》等[３]51-112，类别不可谓

不多，内容不可谓不丰富。这也足以证明，解放

战争时期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取得了十

分瞩目的成绩。关于各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简

要情况，现分述如下。

（一）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华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在晋察冀

边区和晋冀鲁豫边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其

教育体系及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演进大体可分为

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 1945 年 9 月国民党首

次进犯华北解放区至华北人民政府建立。在此

时期，教育要为战争服务，同时配合土地改革。

因此，教科书编撰的目的是提高群众的政治觉

悟，坚定其革命斗争的勇气和终将取得战争胜

利的信心。而教科书编撰的内容，则应符合新

民主主义的文化教育方针。1945 年 10月，晋察

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了《关于课本、群众读

物、儿童读物的征集与奖励办法》，规定应征

和受奖的读物要反映与指导边区人民的实际

斗争，适合人民日常生活的需要，形式和题材

要通俗易懂[４]299。1945年 12 月，晋察冀边区行

政委员会组织重新编订解放区小学教科书，新

版教科书将“国语”和“常识”合编在一起。此时

的教科书编撰工作不仅注重时事政治，而且注

重常识教育。有部分教员还将具体的人和事编

成快板小调，作为教科书的有益补充。教科书

编撰的指导思想是坚持“为人民服务”，不仅体

现在教科书的题材选取以满足劳动人民的生产

生活需要为主，还体现在表现形式注意遵循学

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及年龄特点。第二阶段，从

1948 年 8 月华北人民政府建立到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之前。在此时期，华北解放区的教育

逐步向新型正规化方向迈进。由此，在教科书

编撰原则方面，华北人民政府颁布了《关于小学

教育几个重要问题的指示》，明确指出教科书编

撰要遵循集中编审、分散发行的原则，同时加

强对教科书编审工作的组织领导。小学至初中

的各科教科书就此开始有序重编，教科书编撰

工作走上正规化道路[５]。在编撰主体方面，1949

年 4月，华北人民政府组织建立了教科书编审委

员会。得益于该委员会的工作规划，华北解放区

教科书编撰工作迎来了新的春天，各种版本的

教科书被重新修订，新教科书的编撰工作也在

有序推进，包括《国语》和《中国近代史》在内的

中小学教科书陆续出版发行，切实满足了华

北解放区教育发展的需要。

华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成绩斐然，而

这并非一日之功。以《小学国语》教科书为例，早

在抗日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小学国语》教

科书已编撰修订四次，共出版《小学国语》教科

书 27册，这也为华北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

的后续编撰修订积累了宝贵经验。解放战争时

期，华北解放区的《小学国语》教科书又先后经

历两次编撰修订，具体情况如表 1所示。

表 1 解放战争时期华北解放区《小学国语》教科书编撰修订概况

教科书名称 出版年月 册数

小学国语

编辑机关 适用学段 备注

7月编撰出版《小学常识》四册
前四册供初小一、二年级使用；
后四册供初小三、四年级使用

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教育处
1948 年
1~5 月

8

小学国语
前四册“国语”“常识”合编；后四册

“国语”“常识”分编

前四册供初小一、二年级使用；
后四册供初小三、四年级使用

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
1948 年
3~11 月

8

资料来源：《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小学教材（1911—1949）》，书目文献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62-150 页

受益于多次编撰修订，华北解放区的《小学

国语》教科书无论是在内容选择上，还是在目

标要求上都更加科学、合理。

（二）东北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东北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共产

党开辟创立的新解放区。从改造旧教育、创立

新教育到发动群众、配合战争，再到东北全境

解放，恢复经济、发展生产，东北解放区的教育

在不断改造中走向正规统一，教科书编撰工作

也随着逐步落实“新型正规化”思想而不断发

展完善。1948 年 10 月发布的《东北行政委员会

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当前东北解放区的

中心任务是生产建设支援战争，而教育工作的

首要任务就是培养大批有文化知识、科学技术

和革命思想的知识分子，以服务建设事业的需

要[６]。因此，东北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在

017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二○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表 2 陕甘宁解放区《初小国语》第 2册课文主题内容分布情况

主题

数量（篇）

占比

家庭和学校生活知识 英雄事迹人体及卫生知识 家畜鸟兽知识 生产劳动知识 度量衡和四季四方知识

25

50%

5

10%

5

10%

6

12%

5

10%

4

8%

《中等国文》，在选文上比较注重将语文规律的

价值和政治价值、一般知识价值结合在一起，

如《桃花扇》中的《哀江南》和《三国演义》中的

《隆中对策》等皆是典型代表[９]462。至于中学数

学等自然科学类科目教科书的编撰，则注重理

论和实际的紧密联系，知识的实用性及教科书

的规范性、科学性就此逐步加强。在编撰主体

方面，成立的教科书编审室负责编辑和审定新

教科书[９]432。由是，与抗日战争时期相比，这一

时期的教科书在很多方面都出现了新变化。

1946年 6月，为满足学生对教科书的需求，解放

区教育厅要求在一年内完成新版小学教科书

的编印工作，并出版了教育参考书和儿童读物，

如《新百家姓》等[７]212。

（四）晋绥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晋绥解放区是在晋绥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上发展起来的。其教育体系的发展经历了从整

顿提高到学校教育停办，再到恢复发展及逐步

正规化三个阶段。在整顿提高阶段，为使人民

大众在文化上逐渐得到解放，也为遵循整顿学

校教育的决定，教科书编撰的目的是提高学生

的文化水平，培养其服务社会的能力。教科书

编撰的内容要反映解放区建设事业，更多地选

择人民领袖和革命故事作为题材。在恢复发展

阶段，因过去战争环境中敌人的严重破坏以致

学校教育一度停办的现实状况，教科书编撰工

作曾面临重重困难。因此，该阶段教科书编撰

的原则是尊重文化、联系实际。在逐步正规化

阶段，1948 年 8月，学校教育恢复后，虽然各年

级的课程和教学要求已有规定，但教科书未能

一致。当时，每个解放区在各自范围内一般使

用自编教科书，如果相邻解放区的教科书编写

质量高，则也可直接拿来使用，或稍加改变后再

使用[９]467。例如，晋绥解放区的中学就依照华北

解放区的教科书进行教学。而随着学校教育恢

复进程的加快，晋绥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

目的方面，努力满足当时东北教育发展的需求，

培养大批人才；在实施方面，主要吸取了华北

解放区的经验，对华北解放区的教科书进行了

选择和修订；在内容方面，为加强社会教育与

学校教育、时事教育与文化教育的联系，对教

科书内容的选编尤为注重战争生活、生产劳动。

1948 年 8 月，新一套中小学教科书的编撰工作

任务顺利完成。此套教科书在封面图案、具体

章节、配图设计等方面都有了新的改进，色彩

更加明艳、内容更加丰富，更为注重知识性与

密切联系实际。在编撰主体方面，1946 年 11

月召开的东北行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决定成

立教科书编审委员会，着手开展解放区的教科

书编撰工作。其中，中等学校教科书由东北大

学负责编写，小学教科书则由董纯才等负责编

写，并以各解放区的小学教科书为参照。在教科

书编审委员会的组织下，共编写小学教科书 14

种 40册，中学教科书 9 种 9 册，社会教育教科

书 2种 2册[７]164。此外，东北解放区人民政府教

育部也组织编写了中小学教育系列教科书，包

括《国语》《算数》《历史》等。这些教科书的体系

相对完善，覆盖范围广泛，科目较为齐全。而在

编撰原则方面，政治、历史、国文等科目必须按

照要求编撰新的教科书，而且教科书的编撰“必

须是合于科学的，并且合于学生程度与教学进

度的”[８]。由此，东北解放区的教育在教科书编

撰工作的有力支撑下得以稳步发展。

（三）陕甘宁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陕甘宁解放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

边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解放区创建之后，

此前编撰的教科书已不能适应战争形势的发

展，以及民主建设与培养人才的需要，新版教

科书的编订迫在眉睫。因此，陕甘宁解放区的

教科书编撰工作，在目的方面，要满足战时培养

人才的需要；在内容方面，不仅贴近生活，还应

兼顾英雄事迹、劳动观点、科学知识的阐释。以

《初小国语》第 2册为例，50 篇课文的主题内容

分布情况如表 2所示。譬如胡乔木主持编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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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的方面，开始注重满足解放区各学段对教

科书的需求；在内容方面，各科教科书均突出

体现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教育内容，根据人

民解放战争、土地改革、农村政治、经济状况，以

及群众生活和儿童生活情况，权衡各类必须学

习的知识的比重，安排适宜的教学分量和进

度[10]155。由此，晋绥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

逐渐走向正规化。

（五）山东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山东解放区是抗日战争末期在山东抗日

根据地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随着革命和战争

形势的变化，其教育经历了从肃清敌伪奴化教

育的影响、揭穿国民党反动派的本质，到全面

投入解放战争、争取解放战争胜利，再到济南

解放、整顿与恢复三个阶段。山东解放区教科

书编撰工作也在波澜起伏的战争背景下逐步

开展。1946 年 2 月，山东省政府发布《关于整理

与发展小学的指示》，决定实行民办公助的办

学方式，并重新编撰小学教科书，由此揭开了

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序幕。其编撰目的是

引导学生重视文化学习，适应和服务于支持解放

战争、进行经济建设的总任务；编撰内容更加

突出对学科基础知识的学习，删除之前增加的

战时常识部分，学科知识的编撰更加系统化、科

学化。而在编撰主体方面，1947 年 3 月，山东省

教育厅成立了中学教科书编审委员会，戴伯韬、

孙陶林、罗竹风、杭苇、蔡迪担任委员会领导组

成员，下设国文、数学、生物、地理、历史、政治 6

个科目编写组，按普通中学的要求编撰一套教

科书，既供普通中学教学之用，也可作为各类

中等学校教科书的基本参考[４]344。从 1948 年 8

月到 1949 年 2 月，山东省内的大中城市相继

解放。为适应形势的变化，教科书内容开始被

逐步改造。在城市教育事业恢复发展过程中，

按照山东省教育厅的要求，学校一律使用新的

教科书，如无新教科书则暂用旧版，但必须删

除其中违背教育方针的内容。

（六）苏皖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苏皖解放区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苏中、

苏北、淮南、淮北抗日根据地为基础组建的。在

经历短暂的和平民主、跌宕的解放战争、空前

的洪水灾情后，苏皖解放区的教育迎来了发展

的契机。到 1947 年4 月，苏皖解放区教科书编

撰工作有了新进展。按照政府要求，教科书编

撰的目的是深化学生的政治认识和文化科学

知识，以帮助其运用知识为群众服务；编撰的

内容则根据形势予以修订，如政治科目教科书

的编撰选取了战时案例，以促进其革命思想的

树立、政治信仰的坚定及文化科学知识的学

习。而在编撰主体方面，1945 年 12 月，苏皖解

放区政府教育厅成立了中小学教科书编审室，

杭华担任编审室主任，半年内陆续编有中学国

文、数学、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等科目和小学

数学、政治等科目的教科书[11]。这些教科书或

源自改编，或立于重写，都对当时解放区教科

书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助推作用。此外，因受汪

伪奴化教育和国民党党化教育的影响，苏皖解

放区教育的早期发展曾一度面临严峻形势。为

消除不利影响，解放区政府对教科书编撰工作

作出规定，由教育厅对教科书进行选编，在教

科书编撰工作结束之前，可采用部分旧式教科

书，但必须删改不符实际的内容。其中，中等学

校的教科书可根据政府颁布的课程标准暂行

自选或自编，但须于事先送呈主管机关转解放

区政府审核[12]300。总体而言，苏皖解放区教科书

编撰工作同各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有诸多

相似之处，无论是迫于战时形势作出的改进，还

是根据群众生产生活实际而进行的内容补充，

其教科书编撰工作整体上体现出明显的提高。

（七）中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概况

中原解放区是在豫鄂边区革命根据地的

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其教育在曾一度陷入停顿

或瘫痪的状态中艰难推进。此后，随着解放地

区越来越多，教育才得以逐步恢复和发展。在

编撰目的方面，中原解放区旨在培养具有文化

科学知识水平的人才，以免造成知识分子断层

的危险[13]238。在编撰内容方面，中原解放区的教

科书多是参考其他解放区的教科书改编而成，

如小学部分科目的教科书参照山东解放区教

科书改编出版。根据中原临时人民政府的规

定，编撰教科书大多依照华北、东北、华东各解

放区的通用课本，其中如果有不适合之处，可

酌情增删[14]580。在编撰主体方面，由中原解放区

教科书的版式可见，其编撰主体为“中原临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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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政府教育部”与“中原人民政府教育部”，其

中又以前者居多。

综上所述，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的教科

书编撰工作均取得了一定成绩，不仅体现在教

科书数量的持续增多，还表现在种类与内容的

不断丰富，以及教科书更新速度的加快和编撰

专业化程度的加深。教科书的每一次修订或重

编不仅推动了解放区教育的进步，也为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科书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从

1946 年年初开始，东北、华北、山东等解放区

的教育事业开始向新型正规化方向发展，学校

规模逐渐扩大，学生数量日渐增加。仅在华北解

放区，1946 年就有初高级小学 23 300余处，入

学儿童 1 464 700 余名[４]322。学校和学生数量的

增多，促使教科书需求日益增加。因此，在恢复

发展教育的过程中，各解放区积极组织有关部

门、专业人员有序编撰教科书，并不断加以修

订以适应各解放区实际情况的变化，从而为解

放区教育事业的恢复与发展、巩固与提高提供了

坚实保障。

二、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

特点

解放战争时期，各解放区均结合当时的革

命形势和学校教育任务，拟定教学计划，调整

课程体系，编写或修订教科书。这一时期的教

科书编撰工作主要体现出政治性、生活性、组织

性等特点。

（一）解放区教科书编撰体现出了政治性

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发

挥出密切联系革命战争形势、宣传革命战争思

想及促进学生革命政治思想形成等作用。自解

放战争开始，解放区的教科书编撰工作依据战

时要求发生了新变化。例如：华北解放区在初

级小学《国语》教科书的编撰要旨中强调，要充

分结合革命战争形势和具体实际编写教科书；

苏皖解放区在《战时教育方案》中规定，教科书

内容要与战争生活紧密相连，应选取战争中的

经典范例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同时，解放区教科

书内容的选编可根据战争发展形势和战时需

要作出适当调整。例如，解放区的思想政治课

多采用战时范例对学生进行教育，以增强学生

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取得战争胜利

的信心。因此，教科书编撰工作也成为中国共

产党在解放区传播政治思想的重要媒介。如华

北解放区《国语》教科书第 3 册的课文《翻身

谣》中写道，“高山流水哗哗响，以前的日子好

凄凉……出了救命的共产党，领导群众把身

翻，打倒地主和魔王”[15]88，生动刻画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群众生活的新面貌。由此

可见，当时人民群众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

的支持和拥护。另外，有关国统区群众生活的

悲惨状况，国民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消极抗战、

积极反共的事实，以及国民党腐败统治所导致

的权力滥用、社会不公等严重后果，在解放区

的《国语》和《历史》教科书中均有所涉及。

（二）解放区教科书编撰体现出了生活性

解放区的主体位于农村，其教育发展的主

体依托也在农村。因此，教科书在内容取材方

面以反映农村生活为主，其中的乡村图景、人物

故事、常识内容，甚至是数学应用题，大多根据

农村生活实际改编。为使教育更好地服务于群

众生活与农村生产，部分解放区还将“国语”和

“常识”合编为一种教科书供学生使用。以华北

解放区于 1949 年 1 月出版发行的初级小学

《国语》教科书为例，据编撰要旨介绍，该教科书

共计 8 册，由“国语”“常识”合编而成，供初级

小学四年级使用。该教科书在内容选编上侧重

乡村，整个教科书的 58 课中有 44 课都是关于

生产劳动的内容，如《纺织》《手工造纸》《磨豆

腐》等。这些课文的内容通俗易懂、贴合生活实

际，真切生动地刻画了解放区人民群众的生活

风貌。可见，当时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与生

产劳动实际紧密相连[16]。

（三）解放区教科书编撰体现出了组织性

抗日战争胜利后，随着各解放区不断壮大，

其教育的发展也逐步适应新形势变化。尤其在

学校教育恢复发展的过程中，为保证教学质量

稳步提升，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质量和水

平也必须同步提高。因此，无论是老解放区（如

陕甘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如东北解放区），

都高度重视教科书编撰工作，并有组织、有计

划地着手开展。例如：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

区均在 1946 年9 月召开的教育会议上提出教

育应该向正规化方向发展的目标；华北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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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解放区与陕甘宁解放区也通过召开会议、

提出方案、制定原则，对学校教育正规化作出具

体说明。教育发展正规化的要求，带动了教科

书编撰工作的相应调整，以配合学校教育的转型。

于是，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得以稳步推进。各

解放区均设有教科书编审机构，配备教科书编

审队伍，充分保障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有序进行。

叶圣陶、徐特立、董纯才等著名教育家纷纷投

身于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并发挥自身的专

业特长，为解放区教科书事业的发展把握方向，

使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不断趋于正规化。

三、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的

启示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具

有重要的历史价值，闪烁着不可磨灭的教育光

芒。教科书不仅承载着解放区的精神，还记录

了解放区的文明发展；不仅是学校教育的核心

支柱，还是中小学生、干部群众的思想启蒙工

具；不仅传承了革命战争思想，还传播了科学

知识和生活常识。就此而论，解放战争时期各

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历史经验，可为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提供

重要启示。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

撰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

一方面，教科书作为知识和思想的输出媒

介，应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在革命战争岁月

里，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承担起宣传中国共

产党执政思想、呈现中国共产党执政绩效、拥

护中国共产党领导地位、推动革命战争取得最

终胜利的使命。无论是老解放区还是新解放区，

教科书均成为人民群众明确中国共产党的执

政能力和地位、了解中国共产党心系人民的初

衷和信念的重要载体。各解放区政权的建立、

稳定与巩固，都与教科书发挥出的政治宣讲与动

员作用密不可分。得益于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

作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教科书的全面

性、规范性、普及性为中国共产党赢得了民心，

也为解放区人民群众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的

初心与使命提供了坚实平台，更为中国共产党

取得解放战争的最终胜利奠定了思想基础。在

当前时代发展速度加快、网络信息冗杂繁多的

背景下，教科书编撰工作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

导向，才能宣传好党的教育方针政策，落实好

科学的教育教学方法，真正做到提高教育质量，

使学生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

另一方面，教科书作为人类思想精粹的知

识载体，应坚守正确的价值导向。如解放区的教

科书编撰，通过选用大量英雄事迹使学生了解

解放战争的艰难与和平的来之不易。为使青年

一代不忘战争时期的艰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应从解放区教科书

编撰的特点、内容、语言形式等方面汲取经验，

传承红色事迹，将奋斗精神延续，使教科书成

为赓续红色血脉、彰显红色基因的重要载体。

又如，解放区的《国语》等教科书以乡村生产生

活为中心进行编写，语言通俗易懂，展现了乡

村文化的丰富多彩。在当前城市化进程快速推

进的背景下，当年轻学子对生养自己的那块土

地所隐含的深厚文化，以及对厮守在那里的人

们，在认识、情感与心理上产生疏离感、陌生感

时，亦需要当下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吸取历史经

验进行有效修订。

此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科书的

编撰要把握好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导向，不

仅表现在教科书编撰的内容题材选择方面要

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编排审查方面要坚

持正确的思想导向，还体现在教科书内部的组

成要素上。如教科书的插画要切合年龄特点，

积极阳光，与教学内容相得益彰，从而“有助于

加快学生的认知过程，促进学生的思维发展，

加强学生对学习内容的理解”[17]，实现对学生进

行正确的价值观教育和行为引导。基于此，才能

切实有效地体现教科书编撰的意义和价值。

（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

编撰要契合时代经济发展的需要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发展

变化以一定的经济基础为依据，这是既定事

实，也是客观规律。教科书作为意识形态的重

要载体，其内容选择、结构编排及文字编辑特

点，都深受一定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解

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的有序

开展，不仅紧密关联战时形势的变化，还是当

时经济社会发展综合作用的结果。中国共产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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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解放战争时期领导的解放区绝大部分地处

农村，因而农村社会生产成为解放区经济发展

的主要推动力。在各解放区的教科书中，多有

关于农村生产实际的内容，如《怎样种棉》《城

市和乡村》等，不仅可以让学生掌握技能，还能

使学生充分了解解放区的发展状况，以此增长

见识、锻炼本领，更好地投身于解放区的经济

建设。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日新月

异，新的科学技术和产业领域层出不穷。经济

的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人才引领，拥有完

备的人才队伍，也就拥有了大力发展经济的强

大后盾。因此，教育要为培养素质全面的时代

新人作充分准备。作为教育发展关键要素之一

的教科书，其编撰工作就必须牢牢把握时代经

济社会发展趋势，在掌握学生身心发展水平和

特点的基础上，遵循教育与经济社会相联系的

原则，合理、科学、系统地选择和编排教科书的

内容，并根据时代发展需要作出适时调整、更新。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

编撰要突出统一的组织领导

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正

是在各解放区教育部门的统一组织领导下不

断发展创新，才使特殊时期的教育有了赖以发

展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

编撰工作要突出统一组织领导，应做好以下几

方面工作：

一是统一教科书编撰标准。统一的编撰标

准是确保教科书编撰质量的前提。当前，各地

教育发展不均衡现象依然存在，教科书作为教

育资源之一，其编撰标准对农村和城市教育的

发展都至关重要。教科书的编撰标准不应因各

地区经济发展不同而存在差异，统一的教科书

编撰标准是实现全国范围内教育公平的有效

途径，也是促进教育发展的有力支撑。因此，新

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应该在统一标准下有

序开展。

二是统一教科书的编撰、审查、使用。党的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教科书编撰工作作出一

系列重要指示。当前，我国义务教育统编教科

书已于 2019 年秋季学期实现所有年级“全覆

盖”，普通高中三科（思想政治、语文、历史）统

编教科书也将实现所有省份“全覆盖”[18]。对于

此类科目的教科书，以及其他意识形态性较强

的教科书和涉及国家主权、安全、民族、宗教等

内容的教科书，必须实行国家统一编写、统一

审核、统一使用[19]，这样才能更好地贯彻落实

党的教育方针政策，才能在新时代更好地培育

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三是统一教科书编撰要求。无论是行文还

是格式，教科书的编撰工作要求都应该确保有

利于学生的学习。教科书中的相关知识或理论

的阐释要通俗易懂，结构、顺序设计要科学合

理，这样才能有效增强教科书的可操作性和实

践性，帮助学生系统掌握知识。教科书作为学

生学习和教师教学的重要抓手，统一的编撰要

求有利于各地区、各阶段的教师和学生进行交

流沟通，有助于加强教科书的普适性，对教科书

事业的规范发展大有裨益。

四、结语

时代在发展变化，教科书事业也需要随时

代的发展而创新。解放战争时期解放区教科书

编撰工作或困难重重，或稳步前进，逐渐在实

践中积累经验，并不断发展完善。无论是来自苏

区或是边区教科书的继承，还是因战时形势不

同对之前教科书的调整，抑或是根据时事变化

作出的改变，教科书的每一次修订、重编，都给解

放区教育事业发展带来了新契机，也成就了艰

苦岁月下教科书事业的创新发展。解放战争时期

解放区教科书编撰工作对中国教科书事业接

续发展的有力推动，使其在教科书事业发展的

历史长河中闪烁着熠熠光芒，即便存在不足，却

依然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教科书编撰工作应在汲

取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扬其长、避其短，这样才

能更好地满足时代所需、人民所需、教育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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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neral Situa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Enlightenment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in China

Zhao Wei, Yang Xiaoying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extbook compilation,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education in the liber-

ated areas, not only promoted the victory of the war of liberation led by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also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modern China. The compilation of textbooks in the

liberated areas enabled education to effectively serve the War of Liberation an Land Reform, guided the develop-

ment of cultural and knowledge education in the liberated areas, improved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accumulated valuable educational experience for the liberation of the whole country. The textbook is not only

a tool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 witness of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hange, but also an important embodiment of

ideology and culture. The study of textbooks in liberated areas 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can not only help us

understand the situation of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at that time, but also

provide useful reference for textbook compilation in the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dur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liberated areas; textbooks; compilation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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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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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50 年代省域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
———以安徽省为例

刘海涛，王 彬

（滁州学院 教育科学学院，安徽 滁州 239000）

摘 要：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两次调整和发展，到 1958 年，安徽省已经构建出远超民国时期的较为

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安徽省域高等教育调整和发展的特点有：较好地体现了重点发展和均衡发展

相统一的理念，以工、农、医、师四大主科为主，兼顾了经济、管理、体育和艺术等学科，在重点发展省

会的同时，较好地兼顾了地市高校的布局。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省域高等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人

民的生命健康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但也出现了以行政管理为主、高校发展起伏过大等问题。

关键词：高等教育史；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省；高等教育结构

中图分类号：G649.2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24-07

体系指的是若干有关事物或意识互相联

系而构成的一个整体[１]1288。广义的高等教育体

系是一个内涵比较丰富的概念，包括从事高等

教育的人（管理者、教师、学生、工勤人员）、机

构（高校、院系）、制度（高校运行制度、教学制

度、学习制度等）和理念（办学定位、发展战略

等）等要素。高等教育体系的横向分类包括普通

高等教育、高等职业教育、成人高等教育、军事

高等教育等；高等教育体系的纵向分类包括全

国高等教育系统、省域高等教育系统等。狭义

的高等教育体系是指一个国家所有的高等教

育组织，包括三个层次：高等教育机构的类型、

高等教育机构的层次、高等教育机构的地位（名

气和声誉）[２]。从高等教育发展史来看，推进高

等教育体系建设有三种力量，即社会组织、市场

和国家，这三种力量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对

高等教育体系的构成发挥了不同的作用。欧洲

中世纪大学体系是由市场、教师和学生群体共

同推动和发展的，国家力量体现得很少；近代

德国高等教育体系是由国家和社会团体（大学

教授、哲学家）共同推动的，市场起的作用比较

小；美国高等教育体系主要是由市场和社会团

体推动的，国家通过项目和拨款间接参与。我

国 20 世纪 50 年代高等教育体系的构建主要

是国家力量，市场和社会团体的作用很小。20

世纪末到现在，市场开始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本文所论述的省域高等教育体系，指的是一省

内高校层级分布和学科布局等。

我国实行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

体制，省级单位是一个相对完整的子系统，高

等教育领域也是这样。自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我国在整体接收民国高等教育系统的

基础上，通过关停并转等方式进行系统改造整

合，特别是经过 1952年开始的院系调整和 1958

年的自主建设，构建了完整的高等教育体系。在

中央整体发展理念和规划指引下，各省围绕本

024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第
一
卷

省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分别建立了相对完整

的省域高等教育体系，使其为省域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高素质人才和技术。做强省域高等教

育，既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的需要，也是人民

追求高质量教育的内在需求。经过几十年的发

展，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不均衡问题已经引起社

会的强烈反响，这种不均衡既包括全国范围内

的不均衡发展，也包括省域内的不均衡发展 [３]。

然而，优化省域高等教育结构及提升省域高等

教育发展水平并非轻而易举，其受政治、经济、

历史及高等教育规律等因素的多重制约，有着

强烈的路径依赖[４]。

学术界对省域高等教育发展有不少研究，

例如：丁晓昌对推进省域高等教育现代化建设

进行了思考，其认为推进的关键在于加强省级

政府统筹，推动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协调发

展[５]；崔玉平、张弘对我国省域高等教育协调

发展水平进行了量化研究[６]；宋旭峰、钱蕾对

建设一流省域高等教育体系进行了理论分析[７]；

陈伟对广东省高等教育的发展模式进行了系

统梳理[８]；王瑜、周川对江苏省 20 世纪 50 年

代高等教育的构建进行了系统研究[９]；叶哲铭

对 20 世纪 50 年代浙江省高校系统的构建进

行了梳理[10]；赵存存、柳春元对山西的高等教

育进行了研究 [11]。安徽省当代高等教育也是

在 20世纪 50年代构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研究 20 世纪 50年代安徽高等教育构建与发

展，对于理解当代省域高等教育现状及调整、

促进省域高等教育均衡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一、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高等教育构建的

基础

（一）近代安徽高等教育发展概况

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高等教育构建的基础

是近代以来安徽高等教育艰辛积累的结果。清

朝末期，安徽紧跟时代潮流开办高等教育，时任

知府邓华熙于 1897 年奏请创办安徽求是学堂，

后安徽求是学堂演变为安徽大学堂、安徽高等

学堂，此为安徽高等教育的开端。据《第一次中

国教育年鉴》记载，到 1909 年，安徽开办各类

高级学堂 7所，高校数量与江苏、湖南并列第 4

位；学生总数为 1 144 人，位列全国第 6 名，安

徽高等教育开局良好[12]。

北洋军阀政府统治时期，安徽只有一所高

校。1912 年 6月，晚清省立法政学堂、公立法政

讲习所、私立法政专门学堂合并组成私立江淮

大学，分立文、法两院，有学生千余人。1914 年，

教育部审核后将其改为公立法政专门学校，于

1926 年被军阀陈调元关闭。此时期，安徽地

方军阀长期混战，政治和社会环境混乱，又遭

遇频繁的水旱灾害，民生疲敝，高等教育发展

缓慢[13]。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安徽高等教育有

了一定的发展。创办于1928年的省立安徽大学，

到 1938 年时已经发展成为拥有文学院、法学

院和农学院的综合性大学，势头不错，但受抗

战影响于 1938 年夏停办。1946 年，安徽大学复

校，南京国民政府将安徽大学升格为国立大学，

设有文学院、法学院、理学院和农学院 4 个学

院 13 个系[14]。从院系和学科看，国立安徽大学

的院系设置比较完整，建设目标是综合性大

学。但国立安徽大学前后办学只有 4 年，办学

效果没有显现。

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另一所本科高

校———安徽学院，源于 1940 年 8月创办于临时

省会“立煌县”（今安徽省金寨县）的安徽临时

政治学院，是培养政工干部的学校，后演变为

安徽省立师范专科学校（1942 年）和安徽学院

（1943 年），另在休宁县设立皖南分院。1946 年，

这两所学校迁到芜湖合并办学。安徽学院设有

大学部和师范部：大学部设中文、外语、政经、

史地、农林、土木、数学、法律、教育 9 系；师范

部设银会、体童、艺卫 3科[12]。

1942年 9月，来自上海沦陷区的知识分子、

爱国青年在淮北根据地淮宝县仁和集创办综

合性大学，陈毅将其定名为江淮大学，校长韦

悫，前后两期学员约 120 多人。1942 年冬，江淮

大学迁到淮南根据地。1943 年 10 月 5 日，江淮

大学又重返淮宝县。该校设有英语、哲学等普

通科和教育、土木两个系，并开展军事训练和

农村调查等活动。1945 年 6月，江淮大学停办，

其学员分赴根据地的各条战线工作。

1945 年，蚌埠市创办了中等职业学校———

安徽高级工业职业学校，后于 1947 年被升格为

安徽省立淮南工业专科学校，迁至淮南洞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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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时有在校学生 425 人，教职员 68 人[12]。

该校后发展为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理工大学，

是安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安徽高校区域布局非

常不均衡。主要高校在省会安庆，1938 年 6 月，

安庆沦陷后分别迁到临时省会“立煌县”（今安

徽省金寨县）、合肥和芜湖。后期，除淮南设有

1 所高校，其他 10 多个地区都没有高等院校。

近代安徽高等教育的总体问题包括：办学

规模较小、高校数量少、区域布局不均衡；学科

发展不均衡，以文史为主，缺少工程、技术、医

药、经济等学科。

（二）20 世纪 50 年代高校调整的指导思想

我国是中央统一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大

政方针由国家统一制定，各省在国家统一政策

下按照本省具体情况实施。安徽省域高等教育

调整的指导思想有一个变化的过程。

总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的高等教育指导

思想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其体现为高等教育的

总方针是“我们的高等教育，必须密切地配合

国家经济、政治、文化、国防建设的需要，而首

先要为经济建设服务”[13]。在这一总方针指导

下的高等教育要为国家建设服务，为无产阶级

政权建设服务，特别是为经济建设服务。

20 世纪 50 年代初期，高教改革指导思

想是学习借鉴苏联高等教育办学理念。民国时

期我国高等教育指导思想有过多次改变，从清

末时期全面学习近邻日本、借鉴法国大学区制

到学习德国柏林大学理念，最后转向全盘学习

美国，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留美派全面掌控

了高等教育。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我国开

始学习、借鉴苏联的办学理念。其核心思想就

是高等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高等教育学校体

系包括综合性大学、专科大学、专门学院、高等

专科学校，综合性大学只保留文理学科，重点建

设工、农、医和师范类专科大学。大学专门从事

教学，培养社会需要的人才，不从事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专门集中在科学院进行[14]。

1956 年，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

中国高等教育开始反思前期全面学习、借鉴苏

联的办学理念，提出总结、推广延安高等教育

理念。延安高等教育办学理念的核心包括：独立

自主、自力更生；教育与生产建设相结合，教育

与劳动相结合；高度重视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强调学以致用和多元录取的招生制度 [15]。

二、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高等教育系统的

调整和构建

（一）安徽高校与学科调整（1950—1954年）

1.安徽大学的调整与拆分

1949 年 4 月，省会安庆解放。7月，安庆发

生大洪水，安徽大学被淹，无法办学。华东局文

教部和南京军管会高教处决定将安徽大学

迁到芜湖，与在芜湖的安徽学院合并，成立新

安徽大学。通过整合，新安徽大学共设立12 个

系 14 个专业，文、理、工、农等学科齐备，成为

一个学科齐全的综合大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后的安徽高等教育打下较好的基础[16]。

1954 年，根据教育部“大学在全国各大行

政区最少有 1所，最多目前不得超过 4所”的方

针[17]，由于安徽省所在的华东区已经有了南京

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综合性大学，于是

在当年 8月安徽大学被拆分，校名被取消，其师

范学院、农学院分别独立为安徽师范学院和安

徽农学院。师范学院继承了安徽大学校舍等基

础设施，在原址办学；农学院则迁到省会合肥。

2.建设工业和医学高等院校

1947 年，淮南工业专科学校成立，开发采

矿专业技术，培养采煤专业技术人才，但其创

办时间不长，效果不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后，该校得到重点发展，校名几经变化，从淮南

煤业专科学校、中国煤矿工业专科学校到淮南

煤矿工业专科学校。1955 年学校迁到合肥，改

建为合肥矿业学院，改隶属于煤炭工业部。1955

年暑假后，该校各专业全部招收 4年制本科生，

后发展为国家重点大学———合肥工业大学。合

肥矿业学院以工程、机械、采矿等学科为主，为

安徽工业发展和全国工业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和高素质人才，提升了安徽高等教育的实力。

民国时期，安徽没有创建医学类高校。为

了提高安徽的医疗水平，安徽省将位于上海的

东南医学院迁到安徽，构建安徽医学高等教育。

东南医学院于 1926 年由民国著名医学专家郭

琦元、汤蠡舟等在原亚东医大的校址上创建，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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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名为东南医科大学。1949年，东南医学院接受

安徽省邀请，响应“面向农村、面向内地”号召，

将学校迁到安徽怀远县西门岗，建成安徽省第

一所高等医科院校。到 1951 年 6月，学校已经

发展到有 19 个学科教研组、教职员工 352 人，

拥有附属医院、图书馆及医士学校、护士学校

各 1所[18]504。1952 年，学校更名为安徽医学院，

迁到合肥办学。该校日后发展成为安徽医科

大学，并参与建设安徽中医学院和蚌埠医学院

等，是安徽高等医学教育的中坚力量。

3.学科调整

1950 年 7 月，安徽大学快速响应第一次全

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学校秘书长靳树鸿亲自

到南京大学交流，将安徽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和

艺术系并入南京大学。

1952 年，根据《华东区高等学校院系调整

方案》精神，安徽大学将经济学、法学、园艺学

分别调给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和华东政法学院；

复旦大学的茶叶学、南京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蚕

桑学被调入安徽大学[19]137。1953 年暑假，安徽

大学数学系、物理系、教育系和历史系的三年

级学生被调出，调给刚成立不久的华东师范大

学；江苏师范学院化学系的三年级学生被调入

安徽大学。

整合师范学科。1951 年 12 月，皖北文艺干

校、黄麓师范和皖北师范学校三所中专学校被

迁入芜湖，与皖南师范专修班合并成立安徽师

范专科学校。1952 年 9月，安徽师范专科学校

被并入安徽大学 [19]102。1954 年，安徽大学师范

学院独立办学。1956 年 7 月，为加强中小学师

资建设，安徽省在合肥创建合肥师范专科学校。

到 1956 年，安徽高等教育经过几次调整，

重点发展工学、矿业、农学、医学和师范等学

科，形成拥有安徽师范学院、安徽农学院、安徽

医学院、合肥矿业学院和合肥师范专科学校 5

所高校的办学格局。安徽高等教育的框架已经

搭建。

安徽大学的拆分使安徽没有综合性大学

引领培养复合型人才，影响了安徽高等教育的

综合实力。安徽农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开办学，

分别专注师范教育和农业教育，则有利于促进

中小学师资力量的培训和农业人才的培养，对

于安徽这个农业大省和人口大省急需扫盲、提

高识字水平和培养高级农业人才的实际，具有

重大意义。培养大量工业、矿业人才对当时工业

发展非常重要，而医学的发展对于保障人民的

生命健康显然也是极为重要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6 年，高等教育发展

的成就显然远远超出中华民国几十年的积累。

当然，还没有达到理想状态，比如：高校数量

少，且集中在省会城市；经济、艺术、体育等学科

发展缓慢等。

（二）安徽高校调整与发展（1958—1959年）

1958 年 4 月，中共中央颁发的《关于高等

学校和中等技术学校下放问题的意见》指出，

省级政府可以自行设立高校，发展省级高等教

育，培育地方经济社会建设人才[20]112。安徽省

抓住这个有利时机，开始布局本省高等教育。

主要措施是在每个地级市布局一到两所高校

的基础上，重点发展省会合肥的高等教育，做到

全面发展和重点发展相结合，实现均衡发展。

1.地级市高等教育的布局。1958 年，安徽

新建了 29所高等学校，基本做到了每个专区有

师范专科学校，如阜阳师专、滁州师专、淮南师

专等；大部分专区有农业专科学校，如凤阳农

业专科学校；每个市有工业专科学校或学院，如

安庆高等专科学校；有的市办有医专，如安庆

医专、芜湖医专、蚌埠医专等[19]102。各地级市的

师范、农业、工业和医学高等专科学校主要是

为地方培养专业技术人才，为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和人民的教育、健康服务。

2.省会高等教育的发展。1958 年，安徽省

重点建设安徽大学和皖南大学，在省会合肥布

局多种类高校。1958 年，安徽在省会新创办一

所综合性大学———合肥大学。1958年 9月，毛泽

东主席到合肥视察时，将合肥大学改名为安徽

大学。这一年，合肥新设立了工、农、医、师、财

经、体育、艺术各类本专科院校共计 19 所[19]102。

经过 1958 年的大发展，安徽高等教育结

构明显优化，既照顾了每个地市的发展，也重

点发展了省会的高等教育；既建设了大量专

科学校，也建设了综合性大学；既重点建设工

业、农业、师范等学科，也建设了艺术、体育和

财经类专科学校，安徽形成均衡发展的高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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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学院、安徽交通学院、安徽建筑工程学院等合

并为安徽工学院[21]。

三、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高等教育调整的

评价

（一）两次调整使安徽高等教育获得了巨

大发展

首先，体现在规模的扩张。从1912年到1949

年，民国时期安徽在多数年份只有一所高校，

其中还有几个时期出现空档（1926—1928 年，

1938—1940年）。只是在最后 5年出现了 2所本

科高校和 1所专科学校，在校生 2 024 人，高校

数和学生数分别占全国的 1.45%和 1.3%[18]504。

20世纪 50年代初，安徽快速创建了 4 所本科

高校。到 1959 年，安徽高校达到 32 所，高校学

生2 818人，分别占全国的 6.36%和 2.69%[16]。

经过 10年的发展，安徽高等教育纵向和横向的

规模都远超过民国时期。

其次，体现在学科布局上，从以文科、法科

为主转向重点发展工科、农科、医科和师范专

业。民国时期，不论是省立安徽大学，还是后期

的安徽学院，其主要的学科都是文科与法科。

民国后期，安徽高校开始举办农科和工科，但规

模很小，属于起步阶段，医科基本空缺。民国时

期，高等教育的文科和法科培养的学生大多只

会纸上谈兵，徒增社会动荡不安的情绪，对发

展生产、改善人民身心健康、提高普通百姓教

育水平发挥的作用很小。经过 20 世纪 50 年代

的调整，安徽重点建设工科、农科、医科和师

范专业，工科和农科直接为基层物质生产服

务，医科保卫人民的身心健康，师范专业培养

中小学师资，提升百姓的知识水平。后期还发

展了部分艺术、体育和财经等学科，这些学科都

是为生产一线及提高人民身心健康水平、教育

水平服务的。

（二）两次调整体现了系统发展和均衡发

展的理念

20 世纪 50 年代安徽高等教育的两次调整

和发展各有侧重，相互结合，构建了安徽高等

教育的完整框架。在第一次调整中，安徽重点建

设了师范院校、农业院校、工业院校和医学院

校，这些院校构成安徽高等教育结构的大框架，

为安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人民文化水平

的提高和人民生命健康的保障培养高级人才。

这种格局较好地体现了中央政府“以培养工业

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

加强综合性大学”的办学方针[22]。但这种办学

表 1 安徽省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概况表（1949—1959年）[18]

年份

0.90

1.07

1.06

1.37

1.35

1.31

1.30

1.78

1.96

2.46

2.69

在校研
究生数
（人）

每万人中
大专生
（人）

占全国
大专生%

1949

1950

1951

1952

1953

1954

1955

1956

1957

1958

1959

高校数
（所）

2

3

3

3

3

4

4

4

5

34

32

2

2

2

0.38

0.52

0.56

0.88

0.94

1.05

1.17

2.21

2.59

4.79

6.36

在校学生数（人） 招生数（人） 毕业生数（人） 教职工数（人）

合计 本科 专科 合计 本科 专科 合计 本科 专科 合计 专任教师

1 052

1 476

1 631

2 621

2 869

3 308

3 753

7 168

8 632

16 236

21 818

732

1 192

1 045

1 003

1 162

1 592

2 694

5 620

6 960

111 400

15 829

320

284

586

1 618

17 071

1 716

1 059

1 548

1 672

4 836

5 989

205

567

590

1 296

1 054

1 526

1 502

1 548

2 110

9 803

8 108

205

348

273

286

411

660

1 302

3 217

1 790

5 339

6 059

219

317

1 010

643

866

200

1331

320

4 464

2 049

322

237

200

261

677

1 056

939

1 070

488

1 666

1 453

322

237

200

203

186

215

145

252

281

528

1 097

58

491

841

794

818

207

1 138

356

428

626

808

1 050

1 300

1 527

1 646

2 215

2 569

4 718

6 411

168

237

298

392

487

691

767

1 037

1 310

2 018

2 537

育格局。

当然，1958 年的安徽高等教育布局也存在

一定问题，主要是短期内创立的高校数量太多，

师资力量跟不上，导致教学质量下降。此外，同

类型高校重合太多，比如：医学类有安徽医学

院、安徽中医学院和合肥医学专科学校 3 所高

校；农业类有安徽农学院、安徽农业专科学校、

安徽水产专科学校和安徽农业机械化专科学

校 4 所高校；师范类有合肥师范学院、安徽教

育学院、合肥师范专科学校 3 所高校。这些重

复建设使本来就不多的师资力量更加分散，严

重影响了教育质量。随后的几年间，这些高校

有些撤销了，如安徽农业专科学校、安徽水产

专科学校等；有些高校合并办学，如安徽轻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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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和结构也体现出安徽省高等教育存在的

一些问题：高等教育结构不合理、办学自主性

不够；高校数量过少、种类不多；缺乏综合大学

和财经、艺术、体育等专门学院；高校过分集中

在合肥等中心城市；高等教育与安徽人口大省及

其经济发展不相匹配。1958 年第二次重大调整

时期，安徽省在大力发展工科、农科等各类行

业大学，为物质生产提供高素质技术专家的同

时，重点发展综合大学和财经、艺术、体育等专

门学院。其中，综合大学重点培养综合性管理

人才和基础研究专家；艺术、体育等专科大学

对于提升劳动者的综合素质特别重要，其有利

于人才的全面发展。这次调整重点发展综合大

学和艺术、体育等社会领域的专科大学，完善了

安徽省高等教育系统。然而在随后的调整中，安

徽艺术学院和体育学院等被裁撤，体育学院一

直没有恢复，安徽艺术学院迟至2019 年才成立。

1958 年，安徽高等教育调整体现了均衡发

展的理念。这种均衡发展的理念体现在各地市

布局高等专科学校和省会布局重点高校的辩

证统一。在地市布局师范、农业和医学高等专

科高校，为本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

应用人才，构建安徽高等教育的“高原”；在省会

建设综合大学、本科高校和体育、艺术、财政等

行业专科高校，构建高等教育的“高峰”，为全

省培养高素质综合人才和领军人才。这种地市

普遍发展和省会重点发展相结合的均衡教育

发展理念符合安徽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实际，

为改革开放后安徽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各地市布局的师范专科学校在

1999 年高校扩招形势下都升格为本科高校，随

后进一步转型为地方应用型高等学校，成为区

域高级应用型人才培养基地和应用技术的研

发基地。1999年，合肥与北京、西安、成都被国家

确定为全国四大科教城，与北京、上海并列为三

大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合肥现在已发展成为

国内著名的高等教育高地。

（三）善于利用各种政策和市场机遇，实现

重大突破

我国实行中央和省级人民政府两级管理、

以省级人民政府管理为主的高等教育管理体

制。国家层面着眼整个国家的发展战略，布局

地方高等教育，将不同类型重点大学布局在各

区域中心城市，实现国家层面的均衡发展。在

这种整体布局下，国家层面不会着眼各省域的

高等教育结构和布局。在我国的政治、组织框

架下，各省域基本是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包括

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省级政府需要在国家

政策的指引下，利用各种机遇，实现高等教育

的重大突破。安徽省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的经

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1958 年，安徽省抓住国家下放高等教育管

理权的机会，大力布局省域高等教育，构建既照

顾公平，即每个地级市布局一至两所高校，又突

出省会合肥，即将其打造成高等教育高地的均

衡发展战略。在这个原则下，安徽省政府在1969

年前后抓住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战备疏散的重

大时机，创造条件邀请其落户合肥，并在随后

发展中对其进行重点支持，使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最终没有和其他外迁高校一样返回首都，而

是落户合肥，为合肥打造中国高等教育高地打

下坚实的基础。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末，中国高等教育先后

有两个重大行动：重点高校合并打造高水平大

学和高职高专升格本科高校。安徽省充分抓住

了后一个机遇，先后将各地区的高职高专升格

为本科，使每一个地级市至少有一所本科院

校，打造安徽应用型高校联盟，将这批新建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化，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这

个升格行动深刻改变了安徽高等教育的格局。

但对于前一个行动，安徽省由于种种原因错失

了机遇。

当前，安徽高等教育迎来新的发展历史机

遇。2019 年，党中央、国务院将长三角一体化发

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出台《长江三角洲区域一

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鼓励沪苏浙一流大学、科

研院所到安徽设立分支机构[23]。教育部和安徽

省人民政府印发《推动结构优化 建设高质量

高等教育体系共同行动方案》[24]，加大力度，进

一步优化安徽高等教育结构，做强高等教育。

由此，新时代的安徽高等教育必将擘画更加宏

伟的发展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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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Construction of 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1950s

———Taking Anhui Province as an Example

Liu Haitao,Wang Bin

（College of Educational Science, Chuzhou University, Chuzhou Anhui 239000）

Abstract：After two adjustments and development in the 1950s, Anhui Province had built a relatively com-

plet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far beyond that in the period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by 1958.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dju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nhui Province are as follows: it better reflects the con-

cept of the unity of key development and balanced development, focusing on the four main subjects of industry, a-

griculture, medicine and teachers,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disciplines of economy, management, sports and art.

While focu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rovincial capital, i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layout of local and mu-

nicipal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large number of excellent talents have been trained for the construction and

production of socialist industry and agriculture and the life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However,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such as administrative management, excessive fluctuation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

ties and so on.

Key words：history of higher education; 1950s; Anhui Provinc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责任编辑：刘北芦 责任校对：刘振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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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 PSOI 框架的省域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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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徽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所，安徽 合肥 230006；2.黄河交通学院 基础教学部，河南 焦作 454950）

摘 要：基于 PSOI 四维度政策分析框架，对我国 9个省域的 10 份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文本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省域与国家高校分类发展政策目标保持一致，根据高校类型的不同设定相应的发展任务，

但在落实分类指导的同时，也存在以分层带动分类、部门协作机制不健全、民办高校缺乏政策安排及

政策工具使用不均衡等问题。因此建议：以“分类分层”置换“分层分类”；建立教育部门牵头的部门联

动机制；加强对民办高校的分类指导；优化政策工具使用结构。

关键词：省域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框架；内容分析

中图分类号：G647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31-09

一、引言

2010 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

划纲要（2010—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明

确提出，要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推动高等

教育实现分类发展[１]。此后，国家陆续出台专

项指导文件，例如：对于研究型高校，国务院发

布了《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

总体方案》；对于应用型高校，教育部、发改委、

财政部联合发布了《关于引导部分地方普通本

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对于职业

技能型高校，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2015—2018 年）》等文件[２]。这些政

策出台的初衷，除了对不同类型高校的发展进

行针对性的指导外，还弱化了院校分类中的层

级效应，引导支持各类高校遵循各自的发展轨

道，以实现有序健康发展。由此，以 2010 年的

《纲要》为起点，高校“分类”不再是纵向上的

“层级”之分，而是强调横向上的“类型”之分。

其意在通过为各类型高校营造公平公正的发

展环境，促进高校间的有序竞争，实现特色发

展。《纲要》也成为指导高校发展由纵向分层转

向强调横向分类的关键政策节点。随着我国高

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省域高等教育体

系不断发展成熟，相关省域能够主动跟随中央

重大战略决策探索省域实践方案[３]。

当前，学术界对高校分类发展的理论问题

关注较多，但对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研究却略

显不足，其原因可能是：一方面，鉴于我国“统一

管理、省级统筹”的两级高等教育管理体制，为

给地方留下足够的政策发挥空间，中央层面关

于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多强调“导向性”，没有

提供具体可行的分类标准和办法，因而与政策

研究相比就更加需要理论建设；另一方面，为

了构建既能平衡国家和地方发展战略任务，又

能兼顾省域内发展需求和特色的高校分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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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三维框架[11]。在具体的政策分析中，学者

们也会根据研究对象的特点，适当调整分析维

度。本研究借鉴企业研发国际化政策研究的四

维分析框架[12]，依据政策目标、政策主体、政策

客体及政策工具等四个核心概念，构建如图 1

所呈现的 PSOI 分析框架。

1.政策目标维度

政策目标是政策制定、实施所要达到或希

系，各省域正处于积极探索阶段，出台的省级

专门性指导政策极少，基于政策文本的研究也

比较少。通过文献检索，相关研究大致分为四

类：一是基于比较的视角，分析国外高等教育

的分类管理制度和政策，从而提出政策启示[４]；

二是采用案例分析的方法，研究某一地区高校

的分类发展情况或对该地区的分类发展政策

进行解读，从而提出完善建议[5-6]；三是通过综

合和梳理不同分类理论和实践，重新构建高校

分类框架，从而提出理论参考[７]；四是立足历

史制度主义视角，审视高校分类管理[８]、高校

设置和布局政策的变迁[９]等，从而管窥分类发

展政策的时序演变。

相关先行研究为本研究提供了有益的思

路和参考。当前我国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能

否得到进一步完善，关键在于各省高等教育分

类发展的配套政策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研

究通过借鉴 PSOI 政策框架，深入分析现行省

域高校分类发展政策的政策目标、政策主体、

政策客体及政策工具的特点，着力从现行政策

文本出发，力图深入解析政策的关键问题和重

点环节，从而提出推进我国省域高校分类发展

的政策优化建议。

二、研究设计与分析框架

（一）样本来源

自 2010 年以来，部分省域相继出台了关于

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的政策文件。通过检索“北

大法宝”及各省域的教育行政部门官方网站等

平台，截至 2020 年 6 月底，共收集了 9 个省域

出台的 10份与指导、加强普通高校分类发展直

接相关的政策文件，如表 1所示。

（二）PSOI 政策分析框架

早期的政策分析主要以“目标—手段”两

维框架为主[10]，后期逐渐过渡为“目标—工具—

表 1 各省域高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文本

编号 省域 部门 时间 类型 名称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促进普通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意见》

《浙江省普通本科高校分类评价管理改革办法（试行）》

《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高等学校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的

指导意见》

《天津市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

《上海高等教育布局结构与发展规划（2015—2030 年）》

《陕西省普通高等学校统筹管理与分类指导实施办法》

《山东省教育厅、山东省财政厅关于山东省高等教育名校建设工程实施意见》

《山东省本科高校分类考核实施方案（试行）》

《关于促进普通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指导意见》

《一流学科专业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五年行动计划》

意见

办法

意见

意见

规划

办法

意见

方案

意见

计划

2017 年

2016 年

2016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2 年

2011 年

2019 年

2015 年

2016 年

1

2

3

4

5

6

7

8

9

重庆市

浙江省

云南省

天津市

上海市

陕西省

山东省

河南省

安徽省

教育委员会、发改委、

财政局、人社局

教育厅

省人民政府办公厅

教育委员会

教育委员会、发改委、财政局、

人社局、规划国土局

教育厅

教育厅、财政厅、教育厅

教育厅

省人民政府

图1 省域高等学校分类政策目标—政策主体—政策客体—政策工具（PSOI）比较分析框架

政策目标（P）：目标方向、具体思路和规划

政策客体
（O）

政策主体
（S）

政
策
工
具
︵I

︶

所
涉
范
围

实
施
对
象

决
策
特
点

发
文
机
构

供给型

环境型

需求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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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实现的一种任务或效果[13]437，是政策制定的

初衷，也是政策分析的基础。公共政策理论的

一个重要观点认为，政策目标与现实经济和社

会生活中的问题有关，也就是说，政策目标来

自问题[14]70。从目标方向及具体的思路和规划

两方面，对高等学校分类政策的目标维度作具

体分析，是因为目标方向是政策所要解决实践

问题的指向，是政策实施后想要达成的理想状

态，从中可以了解各省对于实现高校分类发展

的具体认识。另外，具体的思路和规划则是各

省为达成理想政策目标所设置的路线图，具

体包括对高校类型的划分、高校分类体系的

建设路径和达成时间等。由此，可以帮助我们

理解各省出台的政策是基于何种原因或是

想要具体解决什么问题，以及能够判断各省制

定的政策目标是否适切，是否有利于推动政策

执行。

2.政策主体维度

政策主体是决定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工具

及发布政策并监督政策执行结果的组织或机

构[15]。其参与和影响政策的制定、执行及监督

等过程，是政策实施过程中唯一的能动力量，从

根本上决定政策的具体内容、方向和效果[16]。

在本研究中，政策主体是指各省域高校分类发

展政策的制定者，即高校分类发展政策的发文

机构，如各省域的人民政府及其办公厅、教育

行政部门及其他相关行政部门等。各省高校分

类发展政策的发布主体差异，在一定程度上能

体现对所发布政策的重视程度，进而影响政策

实践的具体成效[9]。因此，在政策主体这一维度

上，可从发文机构和决策特点两方面来对其进

行对比分析。其中，发文机构即所谓政策的决

策者和制定者，会影响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力度；

而决策特点主要是反映政策在指导高校分类

发展实践中发挥的作用。比如，高校分类发展

政策是倡导性、引领性的特点比较突出，或是鼓

励性、操作性的特点较为显著。

3.政策客体维度

政策客体是指政策发生作用的对象，主要

包括政策出台所要解决的问题和所要影响、干

预的目标群体[12]，是政策系统中一个不可忽视

的重要组成因素。只有明确所要解决的问题并

充分了解所要影响的目标群体，才能够制定出

合理有效的政策，才能够保障政策的顺利执行

及取得预期的成效。因此，在政策分析过程中，

除了从政策目标、政策主体及政策工具等方面

进行把握外，还要充分考虑政策客体的诉求与

反应。在这一维度上，要着重考察两个方面：一

是实施对象，即政策的目标群体是否涵盖了本

域内的所有高校；二是所涉范围，即要实现分

类发展任务，高校具体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善

和落实。

4.政策工具维度

政策工具是政策主体为达到政策目标、解

决政策问题所采用的手段、途径与机制[17]。如

何通过政策工具的创新设计和优化组合来实

现政策目标，则考验着政府的宏观掌控和指导

能力[15]。本文采用罗斯维尔和泽格维尔德（Ro-

thwell&Zegvelad）的分类方式，将高校分类发展

的政策工具划分为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

这种分类方式弱化了政策工具的强制性特征，

强调政府在推进政策项目过程中担负的环境

营造者角色，并且具有明显的市场化倾向，突显

供给和需求在政策项目发展中的重要作用[18]。

使用该种划分类型，不仅与当前不断深化的“放

管服”改革背景相契合，还能够兼顾高校、市场

及政府在高校分类发展过程中的作用。

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取决于要实现什

么政策目标和要解决什么现实问题，并会随着

政策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主要

表现为政府通过资金投入、人力支持、技术支

持及信息服务等方式[19]，为高校进行科学定位、

分类发展起到一种直接的促进作用；环境型政

策工具主要指政府通过目标规划、机制保障及

策略性措施等来为高校分类发展提供有利环

境，充当一种中介因素，对促进高校分类发展

发挥间接影响作用；需求型政策工具强调政府

通过市场塑造、购买服务等手段来促进高校分

类发展，对高校分类发展产生一种直接的拉动

作用。

三、文本编码与研究发现

（一）文本编码

首先，在对 9个省域的 10 份政策文本进行

逐行研读的基础上，基于 PSOI 分析框架，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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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取各维度对应的具体文本内容，然后按照

“文本编号—分析维度—条款号”的模式对文

本内容进行三段式编码，形成共计 225 个内容

分析单元，如表 2所示。其中，关于政策目标维

度的内容分析单元共 31 个，关于政策主体维度

的内容分析单元共 19 个，关于政策客体维度

的内容分析单元共 53 个，关于政策工具维度

的分析单元共 122 个。

表 2 政策文本内容分析单元（节选）

序号 名称 内容分析单元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促进普

通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意见》

编码

以国家和重庆重大战略发展需求为引领，加快“双一流”建设步伐，引导高

校科学定位、内涵发展、特色办学，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一流专业，全

面提升重庆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1-1-11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促进普

通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意见》

到 2020 年，重点建设综合研究型高校 2~3 所，综合研究示范型高校建设数

量视情况而定，建设应用研究型师范高校 3~5 所……办学质量和水平进一

步提升。

1-1-22

《重庆市教育委员会等四部门关于促进普

通高等学校分类发展的意见》

到 2022 年，基本建成与我市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相适应、类别明确、结构优

化、定位准确、具有重庆特色的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
1-1-33

…
…

…
…

…
…

…
…

《一流学科专业与高水平大学建设五年行

动计划》

建立健全过程管理和动态监测制度，实施第三方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调整

支持力度。
9-4-6225

（二）研究发现

1.政策目标维度

从目标方向来看，各省域高校分类发展的

目标均是推动高校实现科学定位、错位竞争、

特色发展，并以此建立具有地方特色的高等教

育分类体系。政策目标的落脚点：一是在微观方

面，希望解决高校出现的同质化办学问题，引

导高校能够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办出各自的

特色和水平；二是在宏观方面，期望提高高等

教育发展、优化区域经济社会结构，特别是提

高高等教育人才结构与产业结构发展需求的

匹配度，从而使整个区域的高等教育结构更加

优化，高等教育整体水平和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进一步提升。可见，各省域在对实践问题

的理解上颇有共识，政策目标设定较为准确：一

是各省域希望通过引导高校分类发展来促使

高校科学、合理定位，避免高校在办学过程中

由于“恶性”竞争出现“千校一面”、特色阙如的

问题；二是分类发展的目标紧扣“区域现实和

经济发展需要”，但区域间的发展差异也为省

际高等教育分类发展体系异质化埋下了伏笔。

从具体的政策思路和发展规划来看，关于

如何推进高校分类发展，各省域依然坚持以“示

范引领、整体发展”为原则，部分省域制定了明

确的目标达成计划。例如：安徽省提出要支持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建设成世界一流大学，支持

合肥工业大学和安徽大学等高校建设一流学

科，达到或接近世界一流水平，并在此基础上，

到 2020 年要建设形成以 8 所左右的特色高水

平大学、10 所左右的应用型高水平大学、20 所

左右的技能型高水平大学为主的现代高等教

育分类发展体系[20]；重庆市同样以 2020 年为

时间节点提出，至 2020 年，要建成以 2~3 所综

合研究型高校、3~5 所应用型示范高校、4~6 所

应用技术型高校及 12~15 所技能技艺型示范

高校为引领的高校分类发展体系 [21]；云南省

也以 2020 年作为高等教育体系更加科学合理

的节点；上海市则提出，至 2030 年，初步建成

高等教育的类型和层次、学科及空间布局与国

家战略需求、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等有效匹配的

高等教育分类体系。从某种程度上，有具体的

规划时间和目标，也能够说明分类政策的设计

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和系统性。

2.政策主体维度

从高校分类政策的发文机构来看，各省域

之间存在明显的差异，大致可以归为三类：一

是浙江、天津、河南和陕西等省域，其教育行政

主管部门是高校分类发展政策的制定主体；

二是山东、上海、重庆等省域，其高校分类发展

政策由教育行政部门协同其他行政部门共同

研制发布；三是安徽省和云南省，其高校分类

发展政策则由省人民政府或其办公厅主导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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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通过对比 9 省 10 份省域高校分类发展政

策的具体内容发现，以多部门协同发布或者以

省人民政府及办公厅出台的政策有着较为全

面的保障和激励措施。而在 4个以教育行政主

管部门为政策主体的省域中，陕西省和浙江省

虽是以教育厅的名义发布，但是特别强调省级

其他相关部门的参与，政策执行保障和激励措

施也因此相对完善。

在决策特点方面，各省域出台的高校分类

发展政策均具有较强的鼓励性和引导性特征。

一方面，这种特点体现在各省域分类政策文本

的用语上。相较于“要求”“应该”等刚性词汇，

政策制定者更倾向于使用“引导”“鼓励”和“支

持”等柔性词汇。比如：浙江省“鼓励”高校按照

“分层分类、精准定位、突出特色、错位发展”的

原则，在不同层次、不同领域加快建设，形成

特色[22]；天津市提出通过分类管理、分类指导、

分类评价来“引导”“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高

等学校合理定位，各安其位、各展所长、办出

特色、办出水平”[23]；陕西省强调以“科学规划、

统筹兼顾，强化特色、分类发展，加强指导、突

出重点，落实责任、注重实效”的原则来“支持

和鼓励”高校各安其位，错位竞争[24]。另一方

面，在相应的配套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更注重

以经费投入和资源分配等竞争性、激励性手

段来促进高校发挥主观能动性，推动高校主

动参与。

3.政策客体维度

从实施对象来看，各省域出台的高校分

类发展政策对民办高校的关注不够。从各省

域发布的政策文本中发现，仅有个别省域意

识到需要对民办高校作特别的指导和管理。

比如：陕西省在确定高校的发展类型后，又对

引导民办高校办出特色和水平进行单独强调；

上海市提出除建立公办高校综合定额动态调

整机制、制定分级分类拨款标准外，还要探索

民办高校公共财政扶持方式改革；浙江省则

要求在分类评价管理过程中，每种类型高校

的拨款要与绩效相挂钩，并在“教学类型”这一

类别中提出可按公办和民办（含独立学院）再

做区分。但也有省域直接忽略实施对象在办学

主体方面的差异（即民办高校与公办高校之间

的区别）而做统一要求，其分类考核对象仅针

对本省内的公办本科高校。

从具体分类任务所涉范围来看，为实现“不

同类型的高校、不同的建设任务”的要求[22]，大

多数政策文本基本围绕高校类型定位、人才

分类培养、学科专业分类建设、科学研究分类

管理、实践教学分类改革、教师分类发展及招

生考试分类管理等方面为不同类型的高校作

不同规划。高校则需要在确定办学定位的基础

上，对照自身发展的经济基础、资源水平及财

政能力等因素，对以上几个方面的发展任务作

出相应的设计和调整。而在对高校发展类型的

划分上，只有浙江省和上海市有明确的分类依

据和标准；其他各省域基本没有明确的分类标

准，只是粗略提出高校要以自身的办学历史、

办学能力和发展水平等条件作为依据，按照“层

次 +功能”的办法确定办学类型。虽然，制定政

策的初衷是在确定办学定位方面给予高校更

多的自主权，从而使高校能够依据自身实际进

行准确定位。但是，由于没有较为清晰的分类

标准和原则可循，容易出现定位不准的问题，

从而使高校进入与其实际不相适应的发展轨

道，影响高校对未来发展的具体规划。

4.政策工具维度

在“政策工具”这一维度上，根据分类要求，

对已被编码的 122 个政策工具维度的内容分

析单元，按照工具类型对其进行归类统计，结

果如表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各省域的政策均

使用了供给型、环境型和需求型三种政策工具。

其中，环境型政策工具使用最多，占比 67%；其

次是供给型工具，占比 27%；而需求型工具使

用最少，占比 6%。这种在政策工具使用上出现

的不均衡现象，体现了政府对不同类型政策工

具的依赖差异，表明政府倾向于通过间接方式

来优化高校分类的外部环境，进而推动高校分

类发展战略的实施。

具体来看，首先，在使用较多的环境型工

具中，政府尤其偏重通过目标规划、健全完善

各种工作机制来为实现高校分类发展目标提

供保障，这也表明政府对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的

工作任务足够重视，但具体的策略性措施偏少，

可见政策的可操作性不强。其次，在供给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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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0份政策文本中三种政策工具的使用情况

工具类型 主要内容 编码 占比（%）

1-4-2、2-4-5、3-4-11、4-4-4、5-4-6、6-4-6、6-4-9、7-4-4、9-4-7

1-4-15、1-4-9、2-4-7、3-4-5、3-4-6、5-4-2、6-4-1、6-4-3、6-4-4、6-4-8、6-4-12、

7-4-2、7-4-3、9-4-5

2-4-10、2-4-3、5-4-6、7-4-1、8-4-2

1-4-12、2-4-9、3-4-9、6-4-2、9-4-1

1-4-13、1-4-14、1-4-16、1-4-17、1-4-18、1-4-19、1-4-20、1-4-21、1-4-22、1-4-23、

3-4-14、3-4-15、3-4-16、3-4-17、3-4-18、3-4-19、3-4-20、3-4-21、4-4-5、4-4-6、

4-4-7、4-4-8、4-4-9、4-4-10、5-4-7、5-4-9、5-4-10、5-4-11、6-4-13、6-4-14、

6-4-15、6-4-16、6-4-17、6-4-18、6-4-19、7-4-9、8-4-4、8-4-5、8-4-6、8-4-7、

8-4-8、8-4-9、9-4-8

1-4-3、1-4-10、1-4-6、1-4-8、3-4-1、3-4-2、3-4-3、3-4-4、3-4-7、3-4-12、2-4-1、

2-4-2、2-4-6、3-4-10、4-4-2、4-4-3、5-4-1、5-4-3、5-4-8、5-4-12、6-4-5、6-4-10、

7-4-5、7-4-6、8-4-1、8-4-3、9-4-2、9-4-3、9-4-61-4-1、1-4-4、1-4-7、2-4-4、

2-4-8、4-4-1、5-4-4、6-4-11、7-4-7、7-4-8

1-4-11、3-4-8

1-4-5、3-4-13、5-4-13、6-4-7、9-4-4

27%

合计

6%

67%

7%

12%

4%

4%

35%

24%

8%

2%

4%

9

14

5

5

43

29

10

5

5

资金投入

人力支持

技术支持

信息服务

目标规划

机制保障

策略性措施

市场塑造

购买服务

供给型

环境型

需求型

具的使用方面，资金投入和人力支持使用频率

较高，这说明政府在引导高校分类发展方面提

供了较多的财力和人力保障。相较之下，技术

支持和信息服务方面的努力还稍显不足。例

如：技术支持方面，只有浙江省、上海市和山东

省明确提出了评价指标体系或分类考核办法；

其他省域则仅粗略提出分类评价指标体系，或

是提出通过本科教学评估来实现对不同类型

高校的评价，而没有一套专门的、能够帮助高

校对照自身情况来确定类型、明确定位的分类

标准或考核指标。但值得一提的是，在调整、优化

经费投入机制方面，几个省域表现出要将投入

机制转为“绩效型”的共同趋势。这不仅能够有

效解决高等教育资源分配过于依赖高校身份

特征的问题，还能够有效发挥供给型政策工具

的激励功能。最后，需求型工具的使用占比只

有 6%，显然这一类型的工具没有得到充分应

用。特别是在市场塑造方面，其没有引起高校

利益相关主体的重视，这会导致高校分类发展

的外在市场环境缺乏稳定性，难以激发高校形

成分类发展的内生动力。只有当三种工具运用

均衡合理，才能更好地促进政策目标的实现。

因此，未来应该考虑向需求型政策工具倾斜，

以便三种类型工具能发挥最大合力。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运用 PSOI 政策分析框架对 9 个省域

的 10 份政策文本进行分析，得出如下结论。第

一，各省域对政策目标的认识较为明确，始终

致力于引导高校科学定位、错位发展，进而建

立具有区域特色的高校分类发展体系；但分类

路径的“分层”痕迹明显，政策逻辑依然寄希望

于“以分层带动分类”，混淆了“分类”和“分层”

的概念内涵，颠倒了两者的先后次序。第二，各

省域的政策主体及决策方式各异，决策特点更

突显政府的引导性作用。在具体的政策措施

上，各省域比较倾向于以优化经费投入和健全

保障机制来鼓励高校主动参与分类。第三，对

不同类型高校的具体工作内容作出了较为清

晰的政策安排，但对民办高校这一教育类型考

虑不足。主要表现在政府未考虑民办高校的特

殊情况，没有提出更适切的政策安排。第四，政

策工具使用不均衡。虽然三类政策工具都得到

了一定的应用，但可以明显看出，环境型工具

使用过溢，需求型工具使用不足。因此，基于以

上结论，优化各省域的高校分类发展政策可以

重点考虑以下四个方面。

（一）以“分类分层”置换“分层分类”，摒弃

“以分层促分类”的政策逻辑

高校的分层现象是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

的必然结果，也是高校分类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问题。但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各省域基本还是

沿着“以分层带动分类”的思路，按照“层次 +

功能”的办法来划分高校的类型。这种“先层后

类”分类方法的最大弊端是它所产生的层级效

应，不仅使高校难以进行准确定位，还会因公

开推崇高校分类的层级化，导致高校在竞相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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夺高等教育资源时出现“越轨”行为。以“分类

分层”置换“分层分类”，看似只是将“层”和“类”

的前后顺序进行了调换，但背后却有极大的意

蕴。一方面，“类”是指高校横向类型上的划分，

它没有“好坏”和“高低”之分；而“层”则是指高

校纵向上总体质量水平的差异，它有明显的“高

低”和“好坏”之分[25]。“分类分层”是在类型确

定的基础上，对某一特定类型的所有高校以质

量水平进行的有序排列。这样的分类不仅强化

了同一类型高校群体对其所在类别和身份上

的认同，还为高校建立了“向上竞争”的机制，

强调高校之间在质量水平上的竞争。显然，这

种差异发展和有序竞争才是当下引导高校分

类发展的真正旨趣。另一方面，分类分层还能

有效稀释分类过程中的分层效应，能够规避过

度分层所带来的高校盲目升格、越位发展等问

题，以及有效缓和长期以来高等教育重点发展

战略下的重点建设与普遍提高之间的矛盾。

（二）建立教育部门牵头的部门联动机制，

发挥政府宏观调控作用

高校分类发展是一个涉及多方面利益的

实践难题。其中，政府作为推动高校科学定位、

分类发展的主导力量，理应发挥宏观调控作用，

对高校分类发展做系统的筹划，并通过相关部

门之间的协作来实现高校分类发展的目标。这

是因为重视并加强各部门之间的统筹联动，一

方面能够在政策制定之初得到相关部门的认

可，有利于接下来的政策执行；另一方面，也能

够为高校分类发展中的咨询指导、推进落实和

服务监督等工作环节提供强有力的机制保障。

就当前的情况来看，已有省域认识到跨部门统

筹联动的重要性。例如，云南省提出要成立由

教育厅牵头，省编办、发改委、科技厅、财政厅、

人力资源保障厅及行业主管部门参加的“省高

校分类管理指导小组”，负责有关重大政策措

施的研究、制定和实施[26]。然而，仍有省域只强

调教育行政部门的责任主体作用，没有认识到

财政部门、劳动部门及产业部门等其他相关部

门的协调作用。因此，建立教育部门牵头的多

部门联动协作机制，既能引起各部门的重视，联

合发挥引导作用，又能够深入倾听各方的利益

诉求，寻求价值共通点，共同解决高校分类发

展过程中的积极性匮乏、合作层次粗浅及流于

形式等问题。

（三）优化资源配置方式，适当保障民办高

校的分类发展

民办高校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多渠

道筹措办学经费、办学主体多元化的产物，是我

国高等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现实情

况中，民办高校相较于公办高校，无论是在办

学数量、办学层次，还是社会地位上，都处于相

对劣势的地位，由此在外部环境的支持上，包

括生源、师资及经费等教育资源也都逊于公办

高校[27]。对于在外部生存空间受到大量实力强

劲的公办高校的挤压，内部发展逻辑受到“逐

利性”驱动影响的民办高校而言 [28]，帮助其实

现分类定位及保障发展稳定性十分重要且必

要。此外，还应该注意到政策引导措施对民办

高校的适切性，直接将用于公办高校的举措套

用在民办高校身上既不科学也不公平。因此，

在引导高校分类发展的过程中，为激励民办高

校对自身功能定位的积极性及保障同一类型

的民办高校和公办高校发展的公平性，各省域

需要进一步推动政策创新，帮助解决民办高校

在分类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问题和实际困

难。尤其是在具体的分类指导和管理方面，政

府应注意使资金、技术及其他教育资源以适当

比例投向民办高校，特别是向其中的非营利性

民办高校倾斜。

（四）优化政策工具结构，提升工具组合使

用效用

教育政策制定的意义突出体现在教育政

策的执行上。如何保证教育政策的执行，则更

多依赖于政策工具的选择和使用。我国省域高

等学校分类发展政策在政策工具的使用方面，

明显存在环境型工具使用过溢，需求型工具使

用不足的问题。在罗斯维尔和泽格维尔德的框

架中，每一种政策工具并非单独发挥作用，而是

作为一个政策系统产生效用[19]。某一类型政策

工具使用“过溢”，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带来“政策

拥挤”，从而影响政策的效用发挥 [29]；而使用

不足同样也会影响到整个政策系统功能的发

挥[19]。所以，政策工具不仅要全面综合使用，还

要注意调节各类型政策工具的内在结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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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在接下来制定和完善高校分类发展政策时，

首先，要合理使用环境型政策工具，不能只专

注确立目标规划和建立保障机制，也要增加对

策略性措施的重视，提高政策措施的可操作性；

其次，继续优化供给型政策工具的使用，进一

步提升技术支持和信息服务的使用频率；最

后，关注需求型政策工具的开发和应用，增强

政策牵引力，要注重从市场塑造和购买服务等

方面来激发高校分类发展的内生动力。

公共政策是为解决社会问题而存在的[30]6，

教育政策是为解决教育发展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而存在的。但一些政策的出台并不意味着它

能够完全解决实践问题，因为认识问题本身也

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所以未来政策的完

善，一方面需要考虑清楚要解决的问题；另一

方面也要做好根据实际情况不断调整、纠正，甚

至推倒重新制定的准备。“高校分类发展”是一

项长期的系统性工程，在未来研究中，要深入

探讨政策中出现的新矛盾和新问题，从而为更

加科学合理的政策制定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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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of 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based on PSOI Framework

Xia Yan1, Zhao Luyao2

（1.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Anhui University, Hefei Anhui 230006;

2.Department of Fundamental Studies, Huanghe Jiaotong University, Jiaozuo Henan 454950）

Abstract：Based on the four-dimensional policy analysis framework of PSOI, a systematic analysis of 10 u-

niversity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texts in 9 provinces is carried out. The research found that: the policy

goals of 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of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are relatively clear, and can be con-

sistent with the nationally expected higher education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goals;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can set corresponding development task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types of higher educationinstitutions, that is, more

pay attention to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re are also problems such as“differentiation

driven by stratification”, imperfect departmental cooperation mechanism, private universities lack policy ar-

rangements and uneven use of policy tools. Therefore, it is recommended that“stratific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should be replaced by“classification and stratification”, a departmental linkage mechanism led by the education

department should be established, classification guidance for private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use of policy tools should be balanced.

Key words：provincial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 classification development; policy framework; content

analysis

［23］天津市教委.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分类管理、分类指导、分类评价的指导意见［Z］.2014.

［24］陕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高等教育统筹管理和分类指导的意见［Z］.2011.

［25］徐高明.基于分类分层的一流大学差别化发展框架［J］.现代教育管理，2019（2）：25-31.

［26］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强全省高等学校分类发展和分类管理的指导意见［Z］.2016.

［27］张义清，尹瑾.公办高校与民办高校“划界立法”机理分析［J］.湖南社会科学，2015（4）：78-83.

［28］史秋衡，张纯坤.民办高校发展的内在逻辑：重构与转型路径［J］.高校教育管理，2020（4）：25-31.

［29］张惠琴，邓婷，曹文薏.政策工具视角下的新时代区域人才政策效用研究［J］.科技管理研究，2019（19）：

43-49.

［30］宋林霖.中国公共政策制定的时间成本管理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刘北芦 责任校对：刘振宇】

039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二○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收稿日期：圆园22原02原25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一般课题（BIA170193）

作者简介：邓凡，男，四川仪陇人，云南大学副教授，管理学博士，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从事教师教育、教育政策

与教育管理研究；陈雪，女，内蒙古赤峰人，云南大学高等教育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管理与

政策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回顾与审思
———基于 Nvivo11 的政策文本分析

邓 凡，陈 雪

（云南大学 高等教育研究院，云南 昆明 650091）

摘 要：良好的大学教师评价政策有助于调动大学教师工作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对高等教育质量具

有显著性影响。为获取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内容特征与变化方向，采用文本分析法，借助软件

Nvivo11，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文本进行词频分析、政策文本编码等。研究发现，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呈现出以下特征：评价内容逐渐全面，突出师德考核；评价机

制逐渐健全并科学化；评价主体从行政领导到多元主体；评价取向从区分优劣到激励引导。确立育

人本分与学术理想相结合的教师评价导向、建立完善的师德师风考核评价机制、探索有效的教师评

价内容、重视评价主体的参与性与评价结果的反馈性是后续政策完善与改进的策略路径。

关键词：大学教师；教师评价政策；政策文本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40-09

一、问题的提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党和政府高度

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不断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努力提升教育教学质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高

素质人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受国际教育

教学改革的影响，我国教师评价政策也在不断

地变化。大学教师作为教师队伍的一部分，其质

量的高低影响着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整体质

量，以及我国高精尖人才的培养质量。良好的大

学教师评价政策有助于调动大学教师工作的

主动性和积极性，对高等教育质量具有显著性

影响。如何制定和执行科学有效的大学教师评

价政策，从而推进高水平师资队伍建设，成为

制定高校“双一流”建设政策的关键。

教育评价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事关教育改

革与实践的方向。在 2018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

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扭转不科学的教育

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文凭、

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

育评价指挥棒问题”[１]；2020 年，中共中央、国

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

案》，提出“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行教书育人使

命”[２]。国家层面的政策文件，给教师队伍建设

与发展指明了方向，也给教师评价政策的改革

与创新确立了目标。改革开放以来，国家颁布的

一系列有关高校改革的政策文件，其中都强调

了高校探索建立科学的教师评价体系的必要

性，完善大学教师管理制度也逐渐受到重视。

本研究通过梳理分析改革开放以来有关大学

教师评价政策文件的具体内容和变化情况，同

时揭示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演进特征，以期为

新时代健全大学教师考核评价机制及优化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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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教师队伍建设提供参考和依据。

二、研究设计

（一）政策文本的选择

首先，以“教师”“大学教师”“教师考核”“教

师评价”等为关键词查阅期刊文献并作为参考；

其次，通过中国政府网、教育部等官方网站，

对有关教师评价的国家层面政策文件进行检

索，以确保文件来源的权威性与可靠性；最后，

对与大学教师评价相关的政策文本进行筛选，

最终选择 43 份相关政策文件作为分析对象

（见表 1）。

在查找文献过程中发现，改革开放以后的

有关大学教师评价的政策文件与本研究主题

更加切合，因此把研究对象的时间点选择在改

革开放以后。整理发现，2010 年以后的文件发

布次数比较频繁，政策文件的颁布机构基本上

是由教育部或者联合其他部门共同发布。从政

策文件的类型来看，主要有意见类、决定类、通

知类、法律法规类等，其中发布的意见类政策

文件最多，法律类型的政策文件比较少。研究

发现，以教师评价为主题词或者主要内容的政

策文件很少，大多是在一些如《关于新时期加

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这样的宏观

性政策文件中对教师考核评价有所涉及，并且

是作为其中的一个部分出现。

（二）研究工具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与量化研究相结合

的研究方法，将 1978 年以来与大学教师评价相

关的 43 份政策文本导入 Nvivo11 软件进行编

码分析。除此之外，本研究也对政策文本的编码

次数进行了统计，并梳理了各个时期政策文本

的关注重点，以期探讨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内容

的演进特征。

三、研究过程

（一）政策文本的词频分析

本研究通过 Nvivo11 对 43 份政策文件进

行词频查询，并以词语云的形式显示词频汇总，

因为通过高频词可以更好地把握大学教师

评价研究的主题。词云图展现了政策文本中出

现频率较高的“关键词”，字体越大，表示这个

词出现频次越高。从图 1 可以看出，教师、教

育、教学、评价、考核、高校等词出现频次较高，

除此之外，还有师德、评审、职称、制度等高频

词汇。

（二）政策文本的编码分析

将政策文本整理导入 Nvivo11 中，对文本

中涉及大学教师评价的内容进行逐句编码。编

码一次形成一个参考点，然后将相似的自由节

表 1 大学教师评价政策文件（部分）

颁布时间 文件名称颁布机构

《关于高等学校恢复和提升教师职务问题的请示报告》

《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责及考核的暂行规定》

《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办法》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全国教育事业 "九五 "计划和 2010 年发展规划》

《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关于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关于加强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

《国家教育事业发展 "十一五 "规划纲要》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

《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意见》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

《教育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见》

《教育部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关于深化职称制度改革的意见》

《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

《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

《教育部等六部门关于加强新时代高校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指导意见》

1978 年

1979 年

1981 年

1985 年

1986 年

1993 年

1993 年

1996 年

1999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5 年

2007 年

2010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2020 年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中共中央

中央职称改革工作领导小组

教育部

中共中央、国务院

国家教育委员会

教育部

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教育部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工作小组办公室

国务院

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

教育部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中共中央、国务院

教育部等七部门

教育部等六部门

注：资料收集于教育部等官方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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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大学教师评价政策文本编码统计表

节点 参考点举例参考点

完成教师工作量的情况；关心学生，研究、改进教学方法在提高教学质量方面取得的成绩；科

学研究工作的成绩或成果；实验进修学习的成绩

掌握本专业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的广度和深度；讲课内容、教学法的水平和教学效果；整理或

编译教材、著作的水平；科学研究工作的水平和能力；学术论文或报告的水平

认真参加政治学习，遵守社会主义法纪和工作纪律的情况；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社

会主义祖国，忠诚党的教育事业，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将师德表现作为教师考核、聘任和评价的首要内容；将师德考核作为高校教师考核的重要内容

将教师专业发展纳入考核评价体系；增设教师专业发展考评指标

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健全教师专业标准，明确心理健康要求；身心健康，心理素质良好

坚持分类指导与分层次考核评价相结合，根据高校的不同类型或高校不同类型教师岗位职责和工

作特点，以及教师所处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分类、分层次、分学科设置考核内容和考核方式；

依靠同行专家进行业务上的评审；完善同行专家评议机制

全面考核教师的师德师风、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专业发展等内容；学校应实行教师

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

探索实行学校、学生、教师和社会等多方参与的评价办法；建立以同行评价为基础的业内评价

机制，注重引入市场评价和社会评价，发挥多元评价主体作用

积极探索建立以“代表性成果”和实际贡献为主要内容的评价方式；推行代表性成果评价

教师任职资格评审工作中能坚持标准，保证质量；突出质量导向

坚持德才兼备，把品德作为人才评价的首要内容；坚持德才兼备，以实际能力为衡量标准

考核应当客观、公正、准确，充分听取教师本人、其他教师及学生的意见

切实把师德评价放在首位；将师德考核摆在教师考核的首要位置；人才评价、职称评聘等要把

思想政治素质和师德师风放在首位；对教师实行师德表现一票否决制

实行定期考核，一般每学年或学期进行一次；科学设置考核周期，合理确定评价时限；探索长

周期评价

教研室合理安排教师的工作，计算出每个教师和教研室的全年工作量；学校的教师考核工作，

由分管师资工作的校（院）长组织教务处、科研处、人事处负责进行

在教师资格认定、遴选任用、职务聘任、培养培训、考核奖惩、工资待遇、申诉与仲裁等主要环

节上实现政府依法治教、学校依法管理、教师依法执教；完善职称评审程序

申报教师职称评审中存在弄虚作假、学术不端的，按国家和学校相关规定处理；对于营私舞弊

或借机打击迫害教师的，应严肃处理

通过考核对超额完成工作任务、成绩优秀的教师，应予表扬和奖励；教师考核结果是受聘任

教、晋升工资、实施奖惩的依据

注重与教师的及时沟通和反馈，科学分析教师在考核评价中体现出来的优势与不足，及时

将考核发现的问题向教师反馈，并采取针对性举措帮助教师提高认识、加强整改。

强化教师考核制度，完善教师职务聘任制度；国家实行教师资格、职务、聘任制度，通过考核、

奖励、培养和培训，提高教师素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健全教师考核评价机制，严格管理；健全以岗位职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考

核评价机制

近年内颁布《教师职务条例》《〈教师资格条例〉实施办法》《教师考核规定》等法规与规章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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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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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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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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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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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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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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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评价内容

及标准

子节点参考点

工作实绩

业务水平

思想政治表现

师德表现

专业发展

身心健康

分类评价

同行评价

全面综合评价

多元评价

代表性成果评价

坚持标准，

保证质量

德才兼备

客观公正

师德为先

考核周期

组织与领导

监管方式

惩处措施

提职、调薪、奖惩

引导改进

强化制度

健全机制

完善法规

77

45

24

43

21

34

32

评价方式

与方法

评价原则

评价组织

评价应用

保障措施

评价监督

图 1 大学教师评价政策词云图

点调整合并后形成 24 个子节点，再对这些子

节点进行归类层级结构处理，建立类属关系，

概括总结形成“评价内容及标准”“评价方式与

方法”“评价组织”“评价原则”“评价监督”“评

价应用”“保障措施”7个维度作为父节点，构成

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所有主题，并对节点编码

数进行统计得到表 2所示的统计结果。

“评价内容及标准”是评价政策的核心内容，

共有 77 个参考点。其中包括“工作实绩”“业务

水平”“思想政治表现”“师德表现”“专业发展”

及“身心健康”6个部分。首先，该部分“工作实绩”

的参考点最多，达到 28 个，可以看出高校对大

学教师的评价比较注重其在教学、科研等工作

方面做出的成果和实际贡献。其次是“业务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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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编码参考点为 20 个，主要考核的是教师

的教学、科研工作的业务水平和创新精神及其

能力，强调了教师育人为本的职责。同时评价也

重视教师的思想道德素质，体现在对教师思想

政治和师德表现的考核上。最后是“专业发展”

和“身心健康”，编码参考点很少，这表明对大学

教师这两个部分的评价考核有待进一步完善。

“评价方式与方法”包括“全面综合评价”

“分类评价”“同行评价”“多元评价”“代表性成

果评价”5个部分。通过编码内容及参考点数量

相差不大可以发现，评价教师不局限于用单一

的方式方法，而是强调合理运用综合评价、分类

评价、代表性成果评价、同行评价等方式科学

地开展评价。

“评价组织”包括“考核周期”和“组织与领

导”两个部分。其中“组织与领导”参考点最多，

共有 32 个，并对负责教师评价、职务评审工作

的组织机构进行了说明；“考核周期”主要包括

“学校应该定期地对教师进行考核、探索长周

期评价”等内容。

“评价原则”包括“坚持标准、保证质量”

“德才兼备”“客观公正”“师德为先”4 个部分。

其中“师德”编码数量最多，频繁出现“把师德

评价放在首位”的内容，体现了国家对大学教

师进行师德考核的重视。

“评价监督”是评价过程中的重要一环，主

要包括“监管方式”和“惩处措施”两个部分，涉

及对教育部门和高校等负责教师职务评聘、教

师考核工作的指导监督等，强调严格把关评审

工作、规范评价程序、保证评价的公平公正。

“评价应用”是对教师评价结果的运用，可

以看出主要应用在“提职、调薪、奖惩”和“引导

改进”两个方面，其中“引导改进”参考点仅有 8

个，这说明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对发展性评

价的重视程度相对不足。

“保障措施”是落实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重

要举措，目的是能为科学合理地对教师进行评

价保驾护航，主要包括“强化制度”“健全机制”

和“完善法规”三个部分。其中“完善法规”的参

考点仅有 1个，这表明目前我国对完善教师评

价的法律法规重视程度不够。然而，拥有完善

的法规体系才能更好地为教师评价提供法律

依据。

四、研究结果

（一）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发展历程

依据政策文本内容及意义事件节点，本研

究将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

时期，同时对每个时期的政策文本分别进行词

频分析，运行查询时设定显示 20 个最常见字

词，得出特定阶段的词频云图，从而进一步分

析每个时期政策关注的重点。

1.恢复调整期（1978—1984 年）

1978—1984 年，“教师”“工作”“工作量”

“教学”“考核”“提升”等为主要的高频词。结合

当时的时代背景，1978 年是我国高等教育领域

拨乱反正的重要时期。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

召开标志着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高等教

育事业开始逐步恢复和发展。同年，《全国重点

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试行草案）的颁布使

各高校摆脱混乱局面，开始恢复正常的教学秩

序。同时，文件规定了学校应该定期对教师进

行考核；为了有计划地安排教师工作，促使其完

成本职工作，1979 年，《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责

及考核的暂行规定》对各级教师的职责及考核

的方法进行了详细说明，以规定的职责为内容

主要考核教师的政治表现、业务水平、工作成

绩三方面；1981 年，《高等学校教师工作量试行

办法》制定了具体的教师工作量计算办法，这也

为我国高校教师职务考核提供了制度依据[３]；

同年，《关于执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

务名称及其确定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

施意见》将确定提升教师职称工作转向经常，

并指出了完成这项工作的基础是建立健全考

核制度[４]。这一时期大学教师评价与高校教师

职称工作紧密相关，思想政治表现、业务水平

和工作成绩是考核的主要内容，其中尤为重视

教师教育教学任务的完成情况。

2.完善规范期（1985—1999 年）

1985—1999 年，“教育”“教师”“学校”“高

等学校”为主要的高频词。20 世纪 80 年代中后

期，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教育体制改革

日益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大学教师评价

也进入完善与规范的新阶段。1985 年，《中共中

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出台拉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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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序幕，各级教育开始走上

深化改革、加快发展的道路。为了充分调动教

师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986 年,《高等学校教

师职务试行条例》及实施意见等一系列文件中

明确提出高校实行教师聘任制度，规定了教师

职务考核的内容、办法及任职资格评审的程

序，考核成绩记入考核档案，并作为评聘、任命、

晋升的依据[５]。之后，评价政策体现在与教师

和高等教育相关的法律法规上。例如：《中华人

民共和国教师法》（1993 年）提出“学校或者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对教师的政治思想、业务水平、

工作态度和工作成绩进行考核”[６]；《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1998 年）在《中华人民共

和国教师法》基础上提出，高校还应当考核教

师的职业道德，并将考核结果作为聘任或者解聘、

晋升、奖励或者处分的依据[７]。上述政策文件

的出台为大学教师的考核提供了法律依据。这

一时期大学教师的评价考核与其职务聘任相

挂钩，重点强调高校是评价教师的主体及如何

组织开展教师职务评审和考核工作，并且强调

进一步扩大和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

3.发展深化期（2000—2021 年）

进入 21 世纪，“教师”“评价”“教学”“考

核”等为主要的高频词。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高校人事制度改革也

提上日程，以适应高等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

要。《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

见》（2000 年）改革了以往固定的用人制度，提

出在高校全面推行聘任制，并且强调教师聘后

的管理与考核，这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大学教

师评价政策的发展[８]。新的历史时期，高等教

育的发展将教育质量放在突出位置，并对教师

队伍的整体素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师德

建设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自 2005 年《教育部

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提出

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后[９]，“师德”开始被作为

一个主题词或主体内容频繁出现在之后的大

学教师评价政策文本中。2016 年，《关于深化

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的颁

布，进一步促进了大学教师评价制度的深化与

发展。这一时期的评价政策内容更加全面、细

化，考核评价的实施工作也更为精细化和科学

化，强调以健全教师考核评价制度为重点，解决

谁来评、怎么评的问题，突出质量评价导向，重

视教育教学业绩和师德的考核。通过一系列评

价制度的改革和评价机制的建立，政策体系也

更为稳定。

（二）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内容的演进特征

综合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发展进程及政

策内容，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演进主要呈

现出以下特征。

1.评价内容：逐渐全面且突出师德

长期以来，教师评价主要强调对思想政治、

业务水平及工作成绩这三方面进行考核，并坚

持思想政治条件与业务条件并重的评价标准。

随着时代的发展，教师评价指标体系不断完

善，创新就业、社会实践、培训等工作不断被纳

入教育教学工作量中进行考核，对大学教师综

合素质的考察也更加全面。1991 年，《关于高等

学校继续做好教师职务评聘工作的意见》明确

提到教师的工作实绩应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

并提出“对青年教师还应把近年来参加社会实

践情况作为重要考核内容”[10]；2016 年，《关于

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

提出重视对教师社会服务的考核，并将教师专

业发展纳入考核评价体系，要求高校根据自身

实际情况细化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具体要求[11]；

2020 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制度改

革的指导意见》明确将“身心健康，心理素质良

好”纳入高校教师职称评价基本标准[12]。这些

政策文件表明了大学教师评价的内容始终以

教师为本，而且越来越全面。除此之外，自 1999

年《关于新时期加强高等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

意见》颁布以来，提高教师素质成为加强高校

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任务，该文件中提出“教

师考核的重点是师德和实绩，实行师德一票否

决制”[13]。之后颁布的政策文本，如 2005 年《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

见》[９]、2012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14]、2016 年《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

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11]和 2019 年《教育部

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

风建设的意见〉的通知》[15]，对“师德”地位的描

述从作为“考核的重要内容”[９]到“考核的首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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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15]，这一变化体现了对师德考核的重视，

表明了我国要建设党和人民满意的高素质教

师队伍的决心。

2.评价主体：从行政领导到多元主体

改革开放初期，教师考核工作主要由教育

行政部门或者学校领导负责。1981年，《关于执

行〈国务院关于高等学校教师职务名称及其确定

与提升办法的暂行规定〉的实施意见》针对教师

职称的确定提升工作提出依靠同行专家进行业

务上的评审。可以看出，虽然评价的主体依然是

教育各级行政部门和高校，但从改革开放以来颁

布的教师评价政策文本内容来看，这是第一次

提到了让同行专家也加入教师的评价工作中

来[４]。1986 年，《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试行条例》再

次提到“各级职务任职资格，由相应的教师职务

评审委员会组织同行专家进行评审”[５]，这说明同

行专家在教师评价中的作用逐渐受到重

视。2012 年，《国务院关于加强教师队伍建设

的意见》规定“探索实行学校、学生、教师和社

会等多方参与的评价办法”[14]。2014 年，《教育

部关于建立健全高校师德建设长效机制的意

见》强调“考核要充分尊重教师的主体地位，采

取个人自评、学生测评、同事互评、单位考评等

多种形式进行”[16]。2016 年，《关于深化高校教

师考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实行

教师自评、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督导评价等多

种形式相结合的教学质量综合评价”[11]。以上

这些政策文件表明了我国大学教师评价主体不

再仅仅受制于行政部门的主导力量。随着高等

教育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评价中教师本应作

为最重要的评价主体却长期缺位的状况开始

改变，同时又完善了第三方评价的主体构成，

将学生、同事、同行专家等纳入评价主体中来。

多方参与的多元主体评价，极大地促进了评价

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3.评价机制：逐渐健全且日益科学化

教师专业化发展已成为国际教师教育改

革的趋势。教师持续的专业发展需要由教师评

价这样的机制来保障，没有与之相配套的机制，

教师专业化就不可能实现[17]。科学合理的评价

机制是建设创新型高素质教师队伍的关键。在

探索教师评价制度改革方面，自《国家教育事

业发展“十一五”规划纲要》提到要健全教师考

核评价机制 [18]以来，我国开始对健全教师评

价机制给予一定的重视，并做了一些有益的尝

试。2013年，《关于进一步加强和规范高校人才

引进工作的若干意见》提出要“健全以岗位职

责为基础，以品德、能力和业绩为导向的考核

评价机制”[19]，试图扭转一直以来重数量、轻质

量的评价倾向；2016 年，《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

核评价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首次提出探索建

立“代表性成果”评价机制，注重成果质量，克

服急功近利的浮躁现象，鼓励教师专心钻研学

术 [11]；2020 年，《关于深化高等学校教师职称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创新评价机制，并

详细阐述了实行分类分层评价、创新评价方式、

同行专家评价等内容[12]。通过这些政策文本可

以看出，时代发展趋势引领着教师评价制度改

革的方向，大学教师评价机制也在不断健全，并

朝着创新方向进一步的努力。大学教师评价的

科学化，符合教师发展的需要。

4.评价取向：从区分优劣到激励引导

纵观各个时期大学教师评价政策，从整体

上看，大学教师评价功能主要体现在为大学教

师受聘任教、晋升工资、实施奖惩提供依据。评价

结果主要运用在对通过考核且表现优秀的教

师进行表扬奖励、升职调薪或者提供一些进修

培训机会等；对没通过考核的轻则进行批评教

育，重则视情况给予处分或解聘。这种奖惩性

评价比较关注教师工作实际业绩的完成情况，

希望通过将教师表现与外部奖励挂钩，以促进

教师能够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在实际实

施过程中，大学教师评价呈一度表现出功利性

倾向。2016 年，《关于深化高校教师考核评价

制度改革的指导意见》提出“坚持发展性评价

与奖惩性评价相结合，充分发挥发展性评价对

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导向引领作用，合理发挥奖

惩性评价的激励约束作用”，以及“充分发挥考核

评价的鉴定、指导、激励、教育等综合功能”[11]。2019

年，教育部等七部门印发《关于加强和改进新

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提到要“发挥师德

考核对教师行为的约束和提醒作用，及时将考

核发现的问题向教师反馈，并采取针对性举措

帮助教师提高认识、加强整改”[15]。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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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政策越来越强调对考核评价结果的科学

合理运用，发展性的理念开始融入评价结果的

运用中来，以帮助教师及时发现不足，解决自

身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教师的发展。

五、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审思与展望

通过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学教师评价

政策文本的深刻剖析发现，我国大学教师评价

政策随着国际国内社会形势的发展在不断进

行创新和变迁，其评价机制和措施对于我国大

学教师队伍建设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和保

障作用。但是，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在价值引领、

内容效能、主体参与等方面还存在些许不足，这

为大学教师评价政策的完善和创新提供了改

革的思路与对策。

（一）坚定育人本位与学术理想的教师评价

导向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要“把立德树人作

为教育的根本任务”[20]。这是党的重大政治宣

示，任何政策都不能违背这项指示。“立德树

人”是大学及大学教师的首要任务，高校需要

改变长期以来“立德树人”工作在教育教学中

被相对弱化的客观现实。大学教师必须坚持德

育为先，其工作重心要放到育人上。2020年，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

革总体方案》中也提出“改革教师评价，推进践

行教书育人使命”[２]。由此可见，要深入推进大学

教师评价改革，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必须先行。未

来的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必须坚持正确的价值

导向，必须贯彻执行国家的政治决策，使大学

教师评价回归到育人本位和学术理想上来，让

大学教师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于为国家、社

会培养更多的高精尖人才上。

（二）建立和完善师德师风考核的教师评

价机制

良好的个人品行和职业道德修养是各行

各业考核的首要标准，师德师风考核应该作为

教师评价的基础性内容。通过回顾改革开放以

来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发现，自 2005 年《教

育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师德建设的意见》

颁布以后，“师德”才逐渐成为一个主题并在我

国大学教师评价政策文本中频繁出现。在这之

前，我国大学教师评价更多聚焦于思想政治、业

务水平及工作成绩三个方面，这不仅与“师德

师风”评价标准和评价方法的复杂化有关，更

与社会环境等因素有关。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

深入，受经济社会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教师

行业中师德失范、师风不良的现象严重影响了

教师行业的社会形象，这与教师职业本身要求

严重不符，也会给教育对象在价值导向上产生

不利的影响。由于师德师风考核的评价机制并

不完善，在大学教师评价的实践中，师德师风

考核更趋于形式化、口号化。因此，师德师风评

价考核机制亟待建立和完善，特别是在实践操

作上，建议高校实行教师入职宣誓制度和师

德个人承诺制度，建立大学教师师德师风个人

档案制度，完善师德奖励制度和规范师德失范

行为的惩处制度。同时，高校应完善学生评教

机制，充分发挥教职工代表大会、学术委员会

和教授委员会等组织在师德师风建设中的作

用，建立师德师风建设督导机制，将师德师风

考核作为大学教师评价的基础性内容，并坚持

客观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采取个人自评、学

生测评、同事互评等多种形式对大学教师进行

评价。

（三）探索有效的教师评价内容和方法

从改革开放初期到 20 世纪末，“工作实

绩”“业务水平”“专业发展”始终作为重要节点

出现，并且与“教师”“教学”“考核”等核心节点

保持着紧密联系。可以看出，2000 年以前，我国

大学教师评价还是比较注重教师的教育教学、

社会服务等方面内容。但是 2000 年以后，与大

学教师评价相关的高频词变成了“评价”“教学”

“职称”等。这些变化说明，“教学”在大学教师

评价中被逐渐弱化，而“科研”得到不断强化，

这与国际国内对大学排名的评价及国内对大

学的各种政策利益的倾斜有一定的关系。在众

多的大学排行榜中，学术科研占比相对较大，而

大学为了排名和争取到更多的国家政策利益，

在对大学教师的评价上逐渐倾向科研。在大

学教师评价的实践中，特别是大学教师职称评

定过程中，许多高校更是直接量化科研来定级，

这就导致许多教师不再注重教学，而把更多

的精力投入科研中。从近几年的大学评价政策

内容中，“让更多的教授、副教授给本科生上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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频繁出现在国家、省级和校级的政策文本里，

这反映了之前的评价政策对“科研”量的盲目

重视，也反映了国家在政策上正在引领教师逐

渐向“教学”回归。

2020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

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要求突出质量导

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及人才培养

情况，不得将论文数、项目数、课题经费等科研

量化指标与绩效工资分配、奖励挂钩，并推行代

表性成果评价[２]。这对于落实国家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解决数量导向的大学教师科研评价现

实问题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大学教师代表性

成果评价并没有进入实质性的、成熟的运行阶

段，许多关键问题还需要进一步探讨、论证，

并形成共识”[21]。由此，研究者还需要继续探寻

更为有效的教师评价内容和方法。

（四）重视考核评价主体的参与性与评价结

果的反馈性

在以往的大学教师评价中，学校通常采用

行政主导、学生评价、同行评价等方式和方法，

也就是说，学校行政部门、学校评审委员会、

学生等是评价的关键主体，专家和学校行政的

权威意见备受重视，但是被评价者（教师）本身

一直被忽略。然而，教师是被评价者的同时也

是评价的主体，教师对评价主体的遴选、评价

政策的制定等的认知对评价政策的实施效果

具有重要影响，如谁更适合担任教师评价中的

评价者？据调查发现，大学教师评价中的评价

者可以由学校外部的教育行政机构管理人员

及其他学校领导与同行担任。研究者认为，如

果评价者是校外人员，与本校评价者相比更能

保证评价过程的公开性、公平性和客观性 [22]。

在现行的大学教师评价中，尽管采用了校外同

行评价，但在具体操作中，绝大部分也只是用

在教师科研方面的评价上，而教育教学、社会

服务等则都是校内人员进行评价。

在当下的教师评价中，被评价者对于评价

认知往往处于“失语者”状态。被评价者对评价

者是谁、评价过程是否符合程序、评价结果是否

公正等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评价政策的认知也

处于模棱两可的状态。学校应建立教师参与型的

教师评价体系，让被评价者参与进来，增加教师

评价活动的透明度，加强教师与评价体系之间

的良性互动。只有评价被当作“与你一起”（with

you）而不是“对你”（to you）的事情时，教师评

价才会自然、公开、公正，才容易被教师接受[23]。

同样，具有建设性的考核评价结果反馈也非常

重要，如果教师长期得不到工作改进的意见和

方法，教师在教学效果、工作满意度等方面就

会降低，从而失去了教师评价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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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and Reflection on University Teacher Evaluation Policy sinc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 Analysis of Policy Text based on Nvivo11

Deng Fan, Chen Xue

（Institute of Higher Education,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Yunnan 650091）

Abstract：Good evaluation policy of university teacher is helpful to mobilize the initiative and enthusiasm of

university teachers, which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With text analysis method,

Nvivo11 software was used to analyze the word frequency and encode the text of university teacher evaluation pol-

icy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up in China, to obtain the content characteristics and change direction of uni-

versity teacher evaluation policy. The study found that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tent of university

teacher evaluation policy in China has shown the following characteristics: The evaluation content is gradually

comprehensive, highlighting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s' morality;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is gradu-

ally improved and scientific; The main body of evaluation is from administrative leadership to multiple subjects;

The evaluation orientation is from distinguishing the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to motivating and guiding.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guidance of teacher evaluation should be firmly based on education and academic ideal, the e-

valuation mechanism of teacher ethics should be established and improved, the content of teacher evaluation

should be explored more effectively,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evaluation subjects and the feedback of evaluation

results should be emphasized as the strategic path of policy improvement.

Key words：university teachers; evaluation policy of university teachers; text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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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高校学生管理策略研究

陈国军 1，陶庆才 2

（1.沈阳医学院 团委，辽宁 沈阳 110034；2.沈阳医学院 党政办公室，辽宁 沈阳 110034）

摘 要：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代高校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目标，对高校内部学生管理

工作亦提出了新的要求。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存在服务属性缺失、二元价值混淆、管理与教育脱

节、专业化管理水平较低的问题。基于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高校要积极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管理

新模式、道德与法制并行的教育方式、多主体的协同治理体系和专业化的学生管理新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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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十九大以来，我国进入了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新时代，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

化成为新时代的主要目标，进一步强调多元合

作的“互动化”国家治理方式，以及合法、责任、

透明、等效等治理理念。高校作为社会的子系

统，在国家强调治理体系建设的背景下，其内

部各项管理工作也要全面转向综合协同治理，

尤其是“传统的学生管理从传统的主客二分、被

动、线性管理走向现代化的多主体、主动、多维

网络化管理新模式”[１]。因此，国家治理体系与

治理能力现代化对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提出了

新的要求，高校应从治理能力提升的内涵出发，

结合高校学生管理的内在规律，探索高校学生

管理的价值意蕴和路径方法，多维度推动高校

学生管理实现引导与教育、服务与管理相结

合，提升高校学生管理效能。

一、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对学生管理的新

要求

在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高校学生

管理被赋予了较高的任务使命，这是由高校的

载体意义和学生的主体地位所决定的。2017 年，

教育部修订了《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从权利与义务的关系上看，新规定更加突出立

德树人要求和以学生为本的理念，同时在治理

能力方面对高校提出新的要求[２]。从价值属性

角度讲，治理能力现代化是高校学生管理的现

实价值追求，其对高校学生管理提出了夯实基

础、遵循规律、价值引导与专业化发展等新要

求，成为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重要攻坚任务。

（一）夯实高校治理能力的“保障场域”作用

学生管理是高校教育教学活动、学生实践

活动及其他学生活动的重要保障，学生管理质

量直接影响高校内部治理能力与学生综合素

养的发展。随着教育现代化进程的加快，构建

高校治理体系与提升高校治理能力成为学生

管理工作改革的重要着力点，预示着从传统管

理向全面治理的转变。治理的意蕴在于通过

一定的制度安排，促进相关利益群体能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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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良好的合作互动机制，共同管理公共事务。

学生管理工作是高校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对

实现高等教育治理能力现代化具有极其重要

的助推作用。高校学生管理的根本目的在于通

过规范化、科学化的教育、引导与规制，提升学

生的综合素养，更好地为学生的成长发展提供

服务，而非压抑学生的个性及控制学生的思想

与行为，这同现代高校治理的基本理念相契

合。在高校提倡构建现代治理体系的要求下，

学生管理不能只是为了管理而管理，而是为教

育教学和学生成长发展服务，保持育人的基本

功能。其作为学生的第二课堂，要同第一课堂

紧密配合，弥补课堂教学在育人方面的不足。

在治理现代化进程中，高校学生管理要体现

“保障场域”功能，即做好学生全面成长发展的

保障，保持高校的治理理念与行为特质，保障

学生在现代高校治理体系中的基本权益。

（二）遵循高校学生管理的基本逻辑

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不仅要求提高战略

管理水平，更为重要的是形成科学化、生态化

的长效工作机制，即要符合国家逻辑、社会逻

辑、学校逻辑及学生本位逻辑。首先，高校学生

管理工作在新时代更要坚持党在教育事业中

的领导地位这一根本国家逻辑，深刻领会与贯

彻国家政策，在国家构建治理体系的背景下加

快提高高校学生管理水平，这也是最基本的治

理要求。其次，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需要遵循社

会的规则与规范，即在社会逻辑框架下推动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体现高校在社会系统中的角

色扮演及双向互动的社会关系。再次，高校学

生管理体系植根于内部管理系统中，既要满足学

校管理的目标要求，也要协调管理过程中的矛

盾与冲突，扮演好高校子系统在促进整体治理

中的重要角色，依据学校逻辑开展学生管理工

作乃是追寻特色化发展的必然要求。最后，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要遵循学生的本位逻辑，

按照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开展管理工作，认真

把握当代大学生的个性特征与实际需求，坚持

既定管理原则不动摇、管理方式要灵活，确保

学生在管理工作中的主体地位。同时，夯实管

理学、教育学、心理学等相关理论基础，“按照

‘计划—领导—实施—反馈—调整—落实’的

步骤进行，这与学校逻辑与社会逻辑丝丝入扣、

相辅相成”[３]。

（三）坚持以服务促发展的价值导向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满足治理能力现代化要

求，必须坚持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政策部署，

不能脱离社会主义进行办学，因此要在实践中

坚持“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强化思想政治教

育，逐步在管理中渗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将

学生管理与意识形态教育有机融合，这体现了

学生管理的教育意义与服务价值。传统的学生管

理价值观以人身安全为主，在以治理为要求的

背景下，其管理的意蕴应更为丰富。不仅要保障

学生的身体安全，更要保证学生的心理健康；

不仅要为教育教学工作提供支撑，更要融入思

想政治教育、道德品行教育、职业生涯规划等内

容，准确把握当代大学生的成长发展规律，树立

学生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服务是当

前高校学生管理的主题，也是走向“治理”的基

本要求，尤其是要服务学生的成长发展。高校以

自我管理、协同管理代替自上而下的教师管理，

打造提升学生综合素养、养成学生良好行为规

范和培养学生兴趣爱好的重要平台，树立服务

为本的管理理念，形成以服务促发展的工作机制。

（四）形成高校学生的专业化管理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对于

高校大学生在就业市场中的适应能力提出了

更高要求，在岗位需求量日益加大的同时，更加

强调大学生的专业能力和综合素养。在全球

化、信息化时代来临，以及当代大学生的个性

需求越发强烈的背景下，高校学生管理工作面

临着更大的压力与挑战，在现代高校治理体系

的框架内提升学生管理的专业化程度乃是时

代的新要求，也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改革的必

由之路。高校学生管理专业化是一个系统工

程，需要不断更新管理理念，改革管理工作机制，

进一步整合与优化学生管理队伍与管理资源，

引入信息网络技术手段，形成协同互助的管理

方式，为大学生提供更为专业化的管理服务。专

业化的管理模式能够有针对性地提高管理效

率，将灌输式的管理转变为教育引导与服务，真

正贯彻全员育人、全方位育人、全过程育人的方

针，通过提高管理要素的专业化水平，满足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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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力现代化对于学生管理效能的内在要求。

二、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高校学生管理

的主要问题

随着时代发展及外部社会环境的变化，当

前大学生群体特征与活动方式已然转变，但高

校学生管理工作仍然囿于传统上的认识偏差

与行为失措。实际上，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不仅

是一种管理行为，而且要基于学生的成长发展

需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教育引导与服务，维系

高校管理秩序的合理运行。

（一）服务型管理缺失，学生自主管理能力

不足

当前的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仍然具有传统

管理模式的痕迹，尤其是在理念上将管理与服

务分割来看，在行政化的管理机构、管理人员

配置下，自上而下的管理思维较为浓重，并在

日常管理中持续实践，培养出更多守纪律的

“听话”学生，而这些学生却严重缺乏自主性和

创造力。久而久之，强制性管理也使学生产生

叛逆的情绪，反而难以达到良好的管理效果。

在传统学生管理模式下，大学生的自主管理能

力得不到激活，对自己负责、对他人负责的意

识较弱。此外，部分高校辅导员教师以让学生

服从管理为任务目标，不能真正了解学生具体

需求，该做好的保障性工作没有做好，如果再

缺乏高超的管理艺术，必然会造成与学生群体

的紧张关系。长此以往，高校辅导员教师会因

管理任务过多而力不从心，产生较大的管理压

力，也会造成学生成长需求与管理供给相脱节。

实际上，高校重管理、轻服务的理念催生了“保

姆式”的管理模式。这是没有认清高校学生管

理本质上要以需求为导向，以服务型管理为依

托，针对大学生群体需求提供成长发展所需的

各类教育服务；也没有为大学生搭建自我管理、

自我学习、自我发展的平台。大学生自治机制

的缺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现代高校治理体

系的构建。

（二）方式与价值博弈，学生管理二元价值

混淆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学生管理存在较为深

刻的二元价值混淆，即行政化的工具价值与民

主化的人文价值并存，直接影响学生管理工作

的价值导向。首先，就管理方式而言，行政化与

民主化的博弈影响着学生管理的具体举措。我

国高校学生管理受行政体制与社会环境影响

较深，主要依托一套庞大的学生管理系统，专

门负责学生的管理活动，这便赋予了学生管理

行政化的理念与方式，导致学生组织的官僚化、

管理活动的行政化、学生评价的形式化，包括

思想政治教育、职业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创新

创业、社会实践在内的学生活动都具有行政化

特点。概言之，“目前的学生管理缺乏学生的主

体参与，处处映衬着高校行政权力主导的色

彩，即使实施公开征求意见的制度也缺乏实质

性意义”[４]。随着行政化管理弊端的日益暴露，

民主化管理越发得到理念上的认同，其强调以

学生为中心推动管理工作，激发学生自主管理

的积极性。但在管理体制的作用下，学生管理

工作“去行政化”依旧任重而道远。其次，就管

理价值而言，高校学生管理存在工具价值与人

文价值的博弈，这成为阻碍学生管理工作走向

全面治理的认知性障碍。刚性的制度设计与僵

化的组织系统是传统的以工具价值为引领的

学生管理系统的典型特征，其优势在于短时间

内能够达成组织管理目标，具有较高的管理效

率，通过各项规章制度和条例发挥作用，强化

了管理者的管理权威，但却弱化了大学生的自

主管理意识及创新型思维观念。人文价值是在

人本主义理论指导下生成的基于学生主体地

位的价值趋向，管理者从人本主义视角思考学

生管理问题，不再一味追求制度的刚性作用，

更多地注重人文精神的重要作用，强调“人”的

素质与能力的提升，以及自由和平等的人际关

系。“高校必须将人本化的理念贯彻管理全过

程，坚持教育人、引导人、鼓励人”[５]，逐步探

索大学生的自主管理。而如何达到工具价值和

人文价值的平衡，实现扬长避短、相互促进的

管理方式，乃是解决当前高校学生管理问题的

当务之急。

（三）管理与教育脱节，管理的教育功能弱化

高校学生管理应与教育教学活动紧密结

合，其本质与目的是促进学生的成长发展。当

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的教育意蕴较为薄弱，不

符合治理现代化的根本要求，学生管理往往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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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为教育教学活动之外的工作范畴，高校没有

很好地将两者有机融合，有效发挥协同互补的

作用：一是在观念上割裂了管理与教育之间的

内在联系，没有将管理视为提升学生素质与能

力的重要方式，而是将其作为高校管理任务，

这种观念下的学生管理过程难以产生新的知

识和能力，对大学生成长发展缺乏动力；二是

在实践中缺乏将“第二课堂”融入学生管理的

教育方法，高校辅导员教师与专业教师的沟通

联系有限，两大教师群体往往“泾渭分明”，管

理与教育严重分离。高校学生管理同其他管理

活动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是以学生为本位，在教

育的大框架内进行的服务学生成长发展的管

理活动，若丢失教育功能便背离了管理的本质

属性，这样不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在现

代高校治理体系中弱化了管理的价值。

（四）要素支撑力有限，专业化管理水平较低

高校构建专业化的学生管理模式需要依

赖于专业化管理理念、管理机制、管理教师队

伍等多元要素的支撑，各要素相互协同与有机

融合，能够有力推动学生管理工作实现治理能

力现代化。当前，我国高校学生管理缺乏专业

化的要素条件，尤其是高校辅导员教师队伍在

实现专业化目标方面存在较多问题，在引领学

生思想发展及开展教育管理、职业生涯规划、

心理辅导等方面的能力不足，其学历层次与能

力水平不匹配，缺乏实践工作经验。学生人数

激增同辅导员教师不足造成的质量矛盾尚

存，管理队伍发展的滞后成为专业化管理的关

键问题。我国高校辅导员的专业结构不够合

理，很少来自思想政治教育或与学生成长成才

相关的学科专业[６]。也有部分高校推行兼职辅

导员制度，要求刚入职的教师必须担任辅导

员 2~3 年再转岗，高频率的人员流动影响了专

业化队伍建设。高校辅导员教师忙于日常的事

务性管理工作，很少有精力对学生管理进行深

层次研究，很难有充分的时间对培训内容进行

积累和消化。高校“重形式、轻总结”的培训观

日渐泛化，这就造成高校辅导员教师专业化程

度难以提升，也影响专业化管理理念与工作机

制的形成，直接导致高校学生管理专业化水

平较低，难以满足高校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本

要求。

三、治理能力现代化视域下高校学生管理

能力提升的策略

在现代高校治理体系中，高校学生管理必

须改变传统的管理思维，坚持以学生为中心构

建治理新模式，有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利用教育引导与制度规约相结合的方式，

打造多元互动的治理平台，提高专业化的学生

管理水平，做好新时代学生管理服务工作。

（一）管理主体转向：构建以学生为主体的

管理新模式

传统高校学生管理的主体是辅导员教师，

实行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学生是被管理者与

被教育者，在管理中处于从属与被动地位。随

着民主化管理理念的深入，当代大学生群体要

求自主管理的意识愈发强烈，而互联网技术的

迅速发展则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实施大

学生的自主学习、自主管理已成为新时代高校

治理体系构建的必然要求。大学生刚步入成年

阶段，需要做好从学校学习生活到社会工作生

活的有效过渡，其不仅需要具备以专业知识作

为支撑的能力，而且需要提升自身的人际交往

能力、抗挫折能力、社会实践能力等。而依靠专

业教育及传统的管理方式并不能有效提升大

学生的非智力水平，学生应在实践中提升自身

的综合素养。高校要为大学生搭建自主管理的

师资、制度框架，树立“大管理”思维，赋予学生

一定的自主管理权限，对于学生社团、社会实

践、创新创业等活动要放权。但这并不代表辅

导员教师对学生“放任自流”，还需要进行有针

对性的教育引导，指引正确的发展方向。“高校

学生社团的建设与发展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

平息息相关。”[７]现代高校治理要求学生积极

参加社团活动、社会实践等，并使其作为管理

的主体积极参与管理，将学生的意见纳入管理

评价系统中，真正落实学生的主体地位，形成

教师外部鞭策与教导、学生内部自控管理的新

模式。

（二）管理方法并进：构建道德与法制并行

的教育方式

高校学生管理是促进学生成长发展的重

要方式，在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背景下，高校学

052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第
一
卷

生管理的教育价值将会进一步被激发，其旨在

通过道德引导与法制教育，促进大学生整体素

养的提升，推动治理价值的实现。“立德树人”

是新时代高校的主要任务，在学生管理中明确

“德治”原则，既是对国家要求的呼应，也有利

于在管理实践中提高大学生的道德品质。道德

教育与法制教育都是学生管理的重要方式，

依照制度实施管理，是强化学生管理科学性与

规范性的必要条件。因此，道德与法制并行是

提升治理能力的可取之道，单纯采用一种治理

方式并不能全面展现学生管理的价值：一味强

调道德教育则会造成管理的松散与无序，缺乏

必要的约束性；而只采用法制规约则会导致管

理过于僵化，难以激发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活

力。道德具有治理的价值和功能，能够使管理

在教育人、培养人中发挥作用，而制度是治理

的基础性要素，科学的治理是以科学的制度为

支撑的，“制度既是高校学生管理活动的重要因

素，也是强化管理活动的重要方式与手段”[８]。

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求高校学生管理实施道德

教育与法制教育结合共治，根据不同情境分类

施策，达到最优化管理效果，进而促进大学生

的全面发展。

（三）管理手段创新：构建多主体的协同治

理体系

多主体协同治理是高校学生管理走向全

面治理的重要举措，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

课题。协同治理的前提是师生构建平等性的主

体关系，以学生的成长发展为核心目标提供服

务，弱化管理的行政属性，围绕学生管理需求

的多元要素，积极构建协同治理体系。高校学

生多主体治理机制的形成依赖于治理平台的

建立。高校要依托思政中心、文化艺术中心等

组织，搭建协同创新管理系统，夯实学生管理

的组织基础。学生管理不仅要规范学生的行

为，更要动用一切资源服务学生的成长发展，

即具备全方位的教育功能，而传统的组织形式

显然不适于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学生管理。一方

面，协同治理平台由学生管理部门牵头，多个

教学中心、社团组织共同参与，集管理、教育与

创新职能于一体；另一方面，协同治理平台主

要彰显学生“自组织”属性，成为学生进行自治

的重要载体组织，便于多维要素“互治互促”，

有利于挖掘和开发学生的发展潜力，成为高校

治理的重要场域。“学生‘自治’是学生的事，同

时也是学校的事，‘自治’包含学生的自我教

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发展等方面，目

的就是让学生自己能够独立思考和进行自我

管理。”[９]

（四）管理要素升华：构建专业化的学生管

理新机制

高校学生管理专业化是保证管理效能的

必要条件。新时代，高校要实现管理要素的全

面升级，以构建专业化的管理机制为目标，在

管理理念、制度建设、队伍建设等方面提高专

业化程度。首先，高校要转变学生管理思维观

念，确立学生在管理事务中的核心地位，树立

学生管理质量观，以满足学生成长发展需求为

第一要务，结合国际先进经验，强化管理的理

论导向，坚持管理的实效性和科学性，不再囿

于传统的管理理念。其次，高校要不断强化管理

内涵建设，不拘泥于行政化的管理事务，将更

多的精力放在教育与引导大学生成长发展上，

做好管理过程中的咨询服务、技术支持、经验

传授等工作，根据当代大学生的群体特点与实

际需求，引入先进的模式与方法，优化学生管

理制度，构建专业化的管理机制。最后，高校辅

导员教师队伍是专业化管理的关键。“辅导员

教师是从事学生管理工作的主体，中央文件明

确规定辅导员教师从事德育工作，进行思想政

治教育，是大学生健康成长的引导者。”[10]高校

要重视辅导员教师培训，从源头到过程再到经

验总结，把握好每个节点的质量，将辅导员的

“政工人员”形象转变为学生管理领域的“专家

型”人才；完善辅导员梯队建设，做到年龄结构

合理、职称结构合理、特长结构合理；并保障辅

导员教师的群体利益，保持发展潜力，制定有

效的职称评定、绩效考核、薪酬激励制度，解除

辅导员教师的后顾之忧，努力提高其专业化

水平，有力地支撑新时代高校学生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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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onstruction of Management Strategies for College Studen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dernization Goals of Governance Capacity

Chen Guojun1, Tao Qingcai2

（1.CCYL Committee, Shenyang Medical College,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2.Party Committee Office, Shenyang Medical College,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Abstract：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is an important goal of compre-

hensively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and it also puts forward new require-

ments for internal student management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t present, there are problems of lack of ser-

vice attributes, confusion of dual values, disconnection between management and education, and low level of pro-

fessional management in the management of stud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goal

of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capacity, colleges should actively build a new management model with students as

the main body, an educational method with parallel morality and legal system, a multi-subject collaborative gov-

ernance system and a new professional student management mechanism.

Key words：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ability; college student management; college counselor teachers;

management effectiven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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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悲观心理日益成为当今青少年身心健全发展的主要威胁，而现行学校教育模式仍存在聚焦

消极因素克服的倾向，于是国际教育界新近兴起了积极教育运动。该运动基于前沿的基础研究成

果———积极心理学。该学科倡导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

更强调培养人类的积极品质和向上心态。积极教育运动中较有成效的实践项目表明，积极教育的突

出新意在于，更重视帮助学生找回自尊、找到生活的意义，并获得自信；尤其是主张教育要面向未

来，关注和培养学生的积极情感、投入感、意义感和成就感及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能力，以促进学生

身心更健全地发展。积极心理学的成果具有跨文化普适性，它与中国重视美德和有为的传统精神较

为一致，也与我国当前重视运用正能量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需求相契合。我国加强有关的基础研究

和实践应用，将有助于教育现代化目标的实现，进而服务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关键词：积极心理学；积极教育运动；跨文化普适性；传统契合性；现实契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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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当今，培育青少年的现代学校教育模式面

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由于科技进步及

经济全球化等新态势的发展，青少年日益表现

出惊人的潜力。例如，近年出现基于移动媒体

技术等新的文化艺术表现形式主要是由青年

人推动的，故他们被誉为是有史以来思维最活

跃、连接最密切和流动性最强的一代[１]28。另一

方面，现代学校教育模式面临诸多危机，不少学

生因学业失败而产生厌学情绪[２]。现代学校教

育模式是为了满足一个多世纪前工业化生产

需求而设计出来的，其过度追求功利使教育的

机械性等弊端日益明显，甚至出现了顾明远所

批判的“反教育性”现象[３]。加之当今科技迅猛

发展所导致的各种社会变化，使得社会复杂多

变、紧张不安和矛盾冲突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

正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反思教育：向“全球

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所强调的，无论是发

展中国家还是发达国家，年轻人开始质疑传统

“高端”教育路线的“投资回报”，越来越多的青

少年挫败感加深[１]59。故该文献明确提出，主流

功利主义教育观应该接受关于人类福祉的其

他解读方式；维护和增强个人在他人和自然面

前的尊严、能力和福祉，应是21世纪教育的根本

宗旨[１]38。这就要求我们切实进一步探索促进人

类福祉的新教育途径。值得注意的是，201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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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6 届联合国大会设立“国际幸福日”（每年

3 月 20 日），宣布追求幸福和福祉是全世界人

类生活中普遍的目标[４]。

这方面的探索在我国也具有十分重要的

现实意义。2016 年，教育部出台《中国学生发展

核心素养》，提出要帮助学生不仅要“健康生

活”，而且要“认识和发现自我价值，发掘自身潜

力，有效应对复杂多变的环境，成就出彩人

生”[５]。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现

代化 2035》明确指出，教育要“改革创新，以凝

聚人心、完善人格、开发人力、培育人才、造福

人民为工作目标”[６]，尤其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

心的党中央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

是我们的奋斗目标。”[７]教育要传播正能量，以

激发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而团结奋斗的强大力量，特别是要青年人放飞

青春梦想，激发出青年人的青春正能量[８]。显

然，如何激发学生的正能量、立德树人，从而实

现中国梦，是迫切需要探讨的重大课题。

国际上近年兴起的积极教育运动，正是这

方面探索的新成果。该教育运动针对“治疗”

取向的学校教育模式的弊端，强调发掘和培育

学生优势品质，重视幸福感的培养[９]。国内对

该问题的研究几乎都在心理学界，且以理论述

评为主[10-11]，教育学界对此开展的专门研究更

是极为薄弱。2010 年，清华大学召开了首届中

国国际积极心理学大会，尤其是国际知名的积

极心理学家、该校心理学系主任彭凯平明确提

出，积极心理学发展要中国化、科技化、大众

化、普及化，且大力倡导积极教育，受到了各地

一线教育实践者的欢迎[12]340-342。

本研究试图系统论述积极教育运动的理

论与实践，主要基于对积极教育运动前沿学

术成果的研读、对国外成功实践案例进行追

踪，以及参与国内积极心理学的研讨和有关

教育革新试验的体会，并对其进行研究。鉴于

前述研究状况，本研究采取实证研究的方法，

首先说明国外积极教育特别的理论基础———

积极心理学的基本主张；然后评介这方面的

教育实践革新，包括其中较有影响的项目案

例；最后讨论该革新在我国的可借鉴性和相应

建议。

二、积极教育运动特别的理论基础：积极

心理学

积极教育运动正是基于当代科学心理学

最新的分支———积极心理学而兴起的。从理论

上看，积极心理学针对的是经典心理学的局限

之一，即过于关注消极、负面的心理问题，而忽

视了人类的正能量———积极的品格优势和美

德问题。有学者统计了 1967—2000 年间心理

学研究的文献数据库，发现研究负面情绪（如

焦虑、愤怒、抑郁等）的论文与研究正面情绪

（如快乐、满足、幸福等）的论文数量之比达到

了惊人的 21颐1[13]。

而从当今现实看，青少年一代普遍存在的

焦虑、抑郁等悲观心理，不仅成为青少年身心

健康的主要威胁之一，而且成为一个严重的社

会和经济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

alth Organization，简称 WHO）官方统计，2019

年，全球抑郁症患者已达 2.8 亿人，严重的抑郁

症可导致自杀，每年有超过 70万人因自杀而死

亡，自杀是15~29岁年龄组人群的第二大死亡原

因[14]。经典心理学也在不懈地探索这些问题，

但实效始终差强人意。因此，在积极心理学的创

始人马丁·塞利格曼（Maytin Seligman）看来，运

用积极心理学开展积极教育是减轻和预防上

述问题的有效武器。

马丁·塞利格曼是积极心理学最著名的倡

导者。他曾明确指出心理学的三个使命：一是

关注消极心理，治疗心身疾病；二是增强民众

生活幸福感；三是甄选、培养有天赋的人才[15]。

随着社会的变迁，治疗心理疾病已经远远不能

满足人类追求幸福的需要，为了有效完成心理

学的后两个使命，积极心理学的研究势在必行。

马丁·塞利格曼在研究经典的“习得性无助”心

理的同时提出“习得性乐观”概念，他认为乐观

也是可以习得的，通过习得乐观可以对抗无助

感[15]。而摆脱抑郁症、提高成就感、改善健康状

况是“习得性乐观”三个最主要的应用策略。积

极心理学倡导以人类的美德和优势为出发点，

采用积极的心态解读人类的心理现象，从而激

发个体人性中的积极因素，帮助个体形成良好

品质并挖掘其自身潜力，使个体达到积极、乐观、

向上的人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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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其影响，该领域集中于科学地研究人类

优势和幸福，以及阐释人类如何获得幸福并揭

示影响这些状态的相关因素[16]。积极心理学吸

纳了众多心理学研究的成果，并沿用已有的量

化和质性研究的方法和技术，在广泛的社会领

域以实证的方法探索、发现和预测人类走向幸福

的路径[17]。在很短的时间里，积极心理学就取

得了显著成就。马丁·塞利格曼主导的大都会

保险公司研究、美国棒球联赛和 NBA 研究、伯

克利游泳队研究、美国军队研究等[18]21[19]19，都

从不同方面证实了积极乐观对公司业绩、比赛

成绩及创伤后复原能力等方面的正向影响。

积极心理学创立之初，马丁·塞利格曼等人

承认积极心理学仍然沿用的是与经典心理学

相同的研究方法和工具。即积极心理学并不是

站在经典心理学研究的对立面，而是对经典心

理学的必要补充，它只是心理学研究兴趣和方

向的转变———从修复生活中最糟糕的事情转

向创造生活中最美好的东西[20]。作为现代科学

心理学流派之一，积极心理学研究有三大支柱：

第一个支柱是个人的积极生活体验，主要是开

发积极情绪；第二个支柱是发挥积极的人格特

质，主要是品格优势和美德；第三个支柱是运

用积极的组织系统，主要是那些促进社会积极

发展的机构和家庭[21]。

在积极心理学的有关成果中，最有影响的

是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和

马丁·塞利格曼领导的学术团队历经三年的跨

文化研究。该团队在对涉及“性格优点”和“美

德”的大量文献（从精神病学、青少年发展到哲

学、宗教、心理学）回顾的基础上，发现了在各

种文化（包括中国的儒家思想和道教文化，南

亚的佛教和印度教文化，西方的希腊哲学、犹

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中总共有 200 多种美

德、横跨整个世界 3 000 年历史的不同文化，并

归纳出 6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美德：智慧与知

识、勇气、仁爱、正义、节制及精神卓越，同时根

据 10 项标准从众多的候选“性格优点”中选择

了 24 种分别归类到这 6大核心美德中[22]95。该

成果于 2004 年公开发表。积极心理学研究者进

行一系列的跨文化研究，进一步证明了 24 项

性格优点的普适性[23]。

可见，积极心理学这一新兴领域克服了

传统心理学的局限，适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

为幸福人生发展不但提供了理论依据，而且

提供了实际解决的办法，因此迅速为教育界所

关注和应用。

三、积极教育运动的兴起：积极心理学的

应用

积极心理学不是一项观赏性运动，其重要

性在于应用。2004 年，宾夕法尼亚大学创立应

用积极心理学硕士学位（Masterof Applied Posi-

tive Psychology，简称 MAPP），马丁·塞利格曼特

意加入“应用”二字，避免其成为“装饰性”学

科[19]51。积极心理学的使命就是将其最新的研

究成果与现实应用结合起来。

传统教育在过去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以

发现孩子身上存在的消极问题为主要任务，然

后再寻找解决这些问题的机制或办法。事实

上，教育正是应该帮助那些没有问题的孩子去

识别并发展其身上的积极品格。基于积极心理

学的积极教育思想在反思传统教育观念的基

础上，主张以积极的态度重新解读教育，采取

积极的教育理念和行动激发和引导学生积极

的情感体验，以培养学生积极的人格品质和努

力向上的心态[24]。

积极心理学之父马丁·塞利格曼将积极教

育定义为既能教授传统的技能知识，又能传递

幸福能力的教育[25]。积极教育是将积极心理学

的原理应用于教育领域的范例，旨在加强学

生幸福感和学习之间相互增强、相得益彰的关

系[26]。积极教育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补充，更

是对传统教育的一种升华[27]。积极教育的内容

涵盖幸福、乐观、希望、感恩、心理韧性、自我效

能、成长型思维、坚毅、宽恕等人的积极情感的

培养[28]。

在积极心理学运用的早期，积极教育在学

校的实践就已经展开了。美国是积极心理学的

发源地。20 世纪 90 年代，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心

理学家开展了“宾夕法尼亚复原力项目”，并在

中小学开展实证研究，希望通过改变学生的思

维模式来提升其受到挫折后快速复原的能

力 [29]；2006 年，英国威灵顿公学在全球率先实

践了积极教育，开设幸福课教授学生获得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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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念和方法；2009 年，澳大利亚设立国家专

项基金用于实践积极教育，以建设“幸福国

家”[30]9-11。2014 年，在美国纽约市，积极心理学

创始人马丁·塞利格曼、米哈里·希斯赞特米哈

伊（Mihaly Csiszentmihalyi）、詹姆斯·鲍威斯基

（James Paweiski），英国威灵顿公学校长安东尼·

赛尔顿（Anthony Seldon），中国积极心理学界代

表彭凯平五位国际积极心理学运动的领军人

物，决定在国际上推动一场新的教育改革，旨

在提升学生的幸福和积极心理品质；2016年，在

美国达拉斯市，“国际积极教育联盟”正式宣布

成立，标志着积极教育的国际化战略正式启动[31]。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积极教育思想已经

广泛传播，并成为全球教育领域的新趋势。许

多发达国家，如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都已兴

起了积极教育运动。美国“学术、社会和情感学

习联合会”（Collaborative for Academic，Social and

Emotional Learning，简称 CASEL）在幼儿园及中

小学学生中进行的 213 项实验研究表明，积极

教育能够提高学生的社交和情感技能，减少破

坏课堂行为和校园霸凌，减轻学生压力和社交

退缩现象；英国在 54 所中学的 14 000 名学生

中推行积极教育成果显示，积极教育有效降低

了学生的抑郁、焦虑，学生抗挫力也明显提升；

澳大利亚的吉隆文法学校为学生提供的 250

个系统课程结果显示，积极教育能使学生提高

学习兴趣，减少和预防抑郁、焦虑，增加学生幸

福感，提高学生积极情绪和生活满意度，以

及提高学生学业成绩。2014 年起，我国广州市

增城区较早实施了积极教育，截至 2018 年，共

有 20 所中小学参与实践。积极教育的实施有

效提高了教师的敬业精神，通过改善教学方法

提高了学生中考和高考成绩，同时极大地降低

了学生自杀事件的发生[32]。上述积极教育成果

迅速受到世界各地的关注，并开始运用到教育

革新中。

综上所述，积极教育运动呈现两大特点：

其一，该运动以先进理论为指南，即基于极为

前沿的基础研究成果———积极心理学；其二，

该运动关注当今特别突出的教育现实问题，因

此迅速受到教育实践者的欢迎。该运动重视帮

助学生找回自尊、找到生活的意义，并获得自

信；尤其是主张教育要面向未来，关注和培养

学生的积极情感、投入感、意义感和成就感及

人际关系的正确处理，以促进学生的身心健康

和全面成长。简言之，积极教育的目标之一是

建立关于美好生活的理论模型和实践举措，其

在广义的“终身教育”范围中也是适用的[33]。

四、积极教育的实践操作：国际成功项目

分析

（一）宾夕法尼亚复原力项目

宾夕法尼亚复原力项目（PennResiliency

Program，简称 PRP）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积

极心理学研究中心发起的，旨在预防学生应对

青春期常见问题和抑郁症的一项计划。该项目

通过教会学生更现实、更灵活地处理遇到的问

题来培养学生的乐观态度，同时也教会学生创

造性地决策和缓解心理压力的应对技巧。该

项目是世界上得到广泛研究的预防抑郁症项

目，在过去的 20 年中，已经有 21 项对照研究

评估过宾夕法尼亚复原力项目，其中多数研究

采用了随机分配实验对象的方法，研究对象为

3 000 多名 8~22 岁的儿童和青少年。研究数据

表明，经过测量评估，实验组儿童的心理韧性

增加，焦虑感、无助感降低，从而有效地降低了

临床抑郁水平。

宾夕法尼亚复原力项目的理论基础是马

丁·塞利格曼提出的解释风格理论。解释风格

是指个体对成功或者失败进行归因时表现出

来的一种稳定倾向。马丁·塞利格曼把解释风

格分为乐观解释风格和悲观解释风格。乐观解

释风格将坏事件归因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具体

的原因，将好事件归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

的原因；悲观解释风格则相反，将好事件归因

于外部的、不稳定的、具体的原因，将坏事件归

因于内部的、稳定的、普遍的原因等[34]78-106。在

压力情境下，乐观的解释风格是调节个体心理

健康和身体健康的一种重要的内部资源。认知

行为疗法中的ABC理论指出，我们对事件（Ad-

versity）的信念及其解释（Belief），不仅会影响我

们的情绪，而且会影响我们的行为模式（Con-

sequence）。基于认知行为疗法，宾夕法尼亚复

原力项目采取多种方法和工具来培养儿童和

青少年养成乐观的解释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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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夕法尼亚复原力计划包括提高认知能

力和解决社交问题两个主要部分。为了使小学

生了解认知疗法的核心要素，积极教育课程会

让孩子认识到思维是可证实，而且是可改变的。

孩子不必一定要相信进入脑海中的第一个想

法，尤其是那些会直接带来悲观、焦虑的短暂

而难以察觉的想法。解决社交问题主要是教会

孩子克服无助感，学习如何变得坚定自信。经过

12 周（每周 2小时）的积极教育课程学习之后，

进行即时评估和 6~36 个月的纵向追踪评估，

实验组与对照组学生相比都表现出显著的心

理状况的改善，且效果至少能持续 24 个月[35]。

（二）积极品格优势的识别与发展项目

在宾夕法尼亚复原力项目之后，马丁·塞利

格曼团队设计了更加全面的课程来帮助学生

识别自己的积极品格优势，以增强学生在日常

生活中使用这些优势的能力。该团队发现，让

人们更多地了解他们的优点，而不是一味地只

改正缺点，是格外有益的。以一种全新的方式

发挥自己的突出优势，能够最大程度地增加人

们的幸福感，并减轻抑郁症状[36]30。

积极品格优势识别研究起源于积极心理

学对积极心理品质培养的需求。既然要培养人

的积极品质，那么又有哪些是积极品质呢？相

对于治疗心理疾病的清单《心理疾病诊断手册》

（The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简称 DSM，所有“消极品质”的集

合），积极心理学也需要建立积极心理品质的清

单，即“六大美德 24 项积极品格优势”。克里

斯·托弗彼得森和马丁·塞利格曼等人编制了价

值实践优势问卷（Val ues In Action Inventory of

Strengths，简称VIA-IS），并且根据实证研究的

成果对其不断修订和完善[22]627。世界各地的研

究者运用这些标准化的测量工具开展了大量

的实证研究，发现性格优势与主观幸福感、心

理健康、心理弹性、学业成就、生命质量等心理

变量密切相关[37]。积极品格优势识别工具可以

对个体的优势进行识别，每个人都会有 3~5 项

优势，也会有 3~5 项劣势[38]。相对于传统的“木

桶理论”找出短板和弥补短板，积极教育提倡

找出自己突出的优势，同时在生活中应用并加

以强化。发现学生的品格优势并进行教育，可

以重塑个体自信和自尊，对抗个体弥补短板带

来的无助感，在展现优势而获得快乐的同时，

可以用它们来抵抗劣势带来的不快乐。中国古

语云：“三岁看大、七岁看老”。孩子的积极天性

和优势在出生后的前六年里会逐渐固定到他

擅长的方面。当孩子发现自己在做某些事时会

受到称赞、关爱和注意，他就会刻意地多做这

些方面的事。塑造孩子个性的过程是他的优

势、兴趣和天赋交互作用的过程，当他发现在

自己的小小世界中什么是有效的、什么是行不

通的时候，孩子就会去发展他的优势而放弃不

擅长的部分。

教育者可以将积极教育课程与传统德育

工作和校本课程进行有机融合，通过对学生品

格优势的发现与塑造，帮助学生建立起健全的

人格，并有效发挥学生自身的心理优势与潜能，

使学生获得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以及创造出

更佳的学习与生活品质。同时，学生的品格优势

也是家庭积极环境特质的反映，在生活中表现

出“善良、合作”品格优势的学生表现出较少的

抑郁症状，具有“爱与被爱、信念”等品格优势

的学生有更高的生活满意度[39-40]。因此，在家庭

教育环境中培养学生积极的品格优势显得尤

为重要。

（三）“三件好事练习”项目

通过对儿童教育研究结果的分析发现，孩

子在积极的心态下学习的效率更高、学习的效果

更好。由于积极情绪的作用，他们的智力资源

（注意力、创造力和知觉的范围）增加了，他们

的社交技能（如使用或分享他人的观点、合作

和亲社会态度）提高了，他们的身体素质也增

强了[41]。

因此，另一个经过实证能够提升积极心态

的练习方法为“三件好事练习”，其理论基础是

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Barbara Fredrickson）提

出的积极情感扩展与建构功能理论。她认为，

积极心态是自我肯定的心理状态，并提出了“扩

张—形成理论”，即认为积极情感就是在每一瞬

间扩大行动与思考的范围，以形成长期资源来

促进学生的成长和发展[42]。要提高积极情绪，

过上充满幸福感和成就感的人生，需要人们从

积累身边的“小事”做起，这就是“三件好事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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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即至少在一周内每天花 15 分钟写出当天

遇到的三件好事，并给这三件好事命名，写出

具体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以及为什么会感到

这是件好事。事情或大或小都无所谓，但要写

明重点，将脑海中的想法充分表达出来。因为

是每日练习，所以孩子在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写

出来效果最佳。研究数据表明，“三件好事练

习”者一般在一个月之后就表现出更加积极、幸

福的状态，在三个月和六个月的随访中发现其

效果可以一直持续[36]125。

“三件好事练习”简单易行，可以通过日记

或睡前对话的形式，让孩子回忆一天中发生的

好事情来激发其积极情绪。积极情感的扩展和

建构功能理论是积极心理学中经验证的最佳

概念之一，实验和纵向研究的结果也支持芭芭

拉·弗雷德里克森的观点，即积极的情感体验

不仅意味着幸福感的提升，而且有助于个体的

成长和发展。积极情绪和学生个人成长相辅相

成、互助互补，芭芭拉·弗雷德里克森把这种机

制称为积极情绪的上升螺旋[43]。在积极教育过

程中开展“三件好事练习”，通过创造积极的情

感体验和认知行为螺旋，有助于传统教育和积

极教育目标的共生共长。

以上这些项目，不仅鲜明地体现了积极教

育的理念，而且表明在进行积极教育实践时，

要充分结合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因地制宜

地结合教育对象的个性特点和文化背景开展

因材施教。积极教育的实践方法具有较高的操

作性和可行性，同时辅以积极心理学的测量手

段，可以对积极教育的实践过程进行效果评价。

五、进一步分析：积极教育于我国的可借

鉴性

人工智能日益发达，阿尔法狗、无人驾驶

等技术已经展现出超越人类智力的潜能。在未

来的人工智能时代，人类将会有许多事情没有

机器做得好，许多重复性的劳动也将会大规模

地被机器所代替。人类如何才能不被机器所取

代，如何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的人才，这些

都是教育工作者面临的新问题。

（一）积极心理学成果的跨文化普适性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对许多问题认识

的深入，文化差异问题开始成为心理学和社会

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近年来，心理学在

发展过程中逐渐表现出比较关注文化在人心

理发展中的作用，文化心理学、跨文化心理学

日益成为心理学研究的热点。积极心理学在研

究范围上也加强了跨文化的比较研究，通过了

解“积极心理学”在不同国度、不同社会文化背

景下的不同特征，以及影响的变量有何差异，力

求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具有跨文化普适性。

“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这句中国谚

语揭示了东方人观察问题的视角。东方人认

为，世间万物都处于永久的流动之中，就像好

事肯定会发生一样，坏事也一定会降临；反过

来，生活的挑战也可能预示着胜利，“好”和“坏”

的平衡在生活中无处不在[44]34。积极心理学强

调快乐、满意等积极情感，但不同的文化对“快

乐”的理解有所差异。中国古语云：“天将降大

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埃

德·迪纳（Ed Diener）在研究不同国家的主观幸

福感时，发现在北美文化中追求快乐是一项基

本权利；而在东方佛教文化中，快乐则被认为

是历经苦难的结果[45]。“心理韧性”所反映的内

容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逆境观”也多有重叠。

面对重大压力，儒家注重依靠自己来解决困

难，道家提倡在困境面前的柔韧性。跨文化研

究证明，中国人应对困难事件时倾向采取乐观

的看法和集体主义的应对方式，在面对重大压

力和逆境的过程中，这些特点构成了中国人

“心理韧性”的独特成分[46-47]。

以上综述表明，积极心理学的研究正日益

考虑不同文化背景下人们的心理特征，力求使

其研究结果具有跨文化普适性。

（二）积极心理学与中国文化的传统契合性

从春秋战国时代至今，我国历代思想家均

留下了关于知虑、情志、才性等心理学观点的思

考，但遗憾的是并没有形成中国人自己的心理

学体系，现行的心理学研究理论和方法完全是

西学东渐的结果[48]。积极心理学和积极教育运

动在中国的发展，理应避免前车之鉴，从中国

传统文化中汲取积极的教育思想，充分考量与

幸福、快乐、积极相关的文化因素。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借助于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心理、思想和概

念的结果，引申并用于解读当代中国人的心理

060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第
一
卷

和行为现象，可能更加容易理解中国人的心理

特性，同时也更加容易被中国社会所接受[12]340-342。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思想在对人与

人、人与自然、人与自我等精神超越的追寻中，

蕴含大量积极心理学和积极教育的智慧。培养

美德是儒家学说的核心内容，积极心理学对六

大美德的研究也充分考量了“仁、义、礼、智、

信”儒家道德中最重要的五种美德。儒家经典

《礼记·大学》开篇中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

亲民，在止于至善”，阐释的也正是人性的光辉

和积极的力量。“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亦是中国

人极其注重思维变通的有力证明。积极心理学

研究也发现，富有辩证思维的人有更多的积极

情绪体验，活得更快乐、更坦荡、更长寿[49]。

积极教育与东方文化的结合研究已经展

开。在一份包含亚洲 13 所中小学的积极教育

实践报告中，研究者采用横断和纵向研究相结

合的方法，将积极教育融合儒家文化，在学生

的心理健康和学业成绩之间达到了良好的平

衡[50]。积极教育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契合之路已

经开启，中国智慧亦在遵循实证研究的积极教

育之路上取长补短、相得益彰。

（三）积极教育与实现“中国梦”的现实契

合性

积极教育观有助于激发和教育学生努力

实现“中国梦”。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

告中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

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

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

矛盾。”[51]美好生活不仅是物质生活的需要得

到满足，同样也要满足心理层面的需要。习近

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人民的幸福感，并将其列为

“中国梦”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指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就是要实现国家

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52]而幸福正是积

极心理学的研究方向。马丁·塞利格曼提出了幸

福的 PERMA 模型，将心理幸福定义为五个元

素，即将积极情绪（Positiveemotion）、投入（En-

gagement）、人际关系（Relationship）、意义和目

的（Meaning & Purpose）、成就（Accomplishment）

作为幸福 2.0 的理论框架，并且每个元素都可以

量化，都可以促进人们心理幸福感的提升，幸福

PERMA 框架在积极教育领域具有适用性[53]。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社会心理服

务体系建设，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

上的社会心态。”[51]这是对中国社会发展新阶段

面临新问题的创新式解决方案，也与积极心理

学所倡导的积极心态完全一致。为加强社会心

理服务体系建设，2018年 12月，国家卫健委、中

央政法委、中宣部、教育部等十部委联合印发

《全国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试点工作方

案》，要求到 2021 年底，试点地区逐步建立健

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将心理健康服务融入社

会治理体系[54]。该方案强调要完善教育系统的

心理服务网络，积极创建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

校。中小学要设立心理辅导室，并配备专职或

兼职教师，以培养学生积极乐观、健康向上的

心理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在落实中

央关于“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建设”的部署

过程中，要明确目标和定位，社会心理服务的

核心目的不是“治病救人”，而是要从正面开展

心理建设，提升社会心态，增强人们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55]。积极教育是加强社会心理服务体

系建设工作的有力支撑，在学校教育体系中开

展积极教育，能够激发学生的正能量，从而让

学生带着积极心态走入社会。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还提

出：“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

前途，民族就有希望。”[51]积极教育能使青少年

更积极、更幸福、更健康、更道德，还能提升学生

学业成绩，同时也是对党的十九大精神的积极

响应和推动“幸福中国”伟大工程的具体实践。

（四）积极教育对新近出台的中国教育现代

化目标的特别意义

2019 新年伊始，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

国教育现代化 2035》，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八

大基本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

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

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

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６]。

但是，当今处于改革深水区的我国学校教

育存在诸多严峻难题。现代化的教育手段的确

可以提高教学和学习效率，但成绩并不是衡量

人才的唯一标准。在应试教育的环境之下，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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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背负过多的心理压力，在

不同的年龄阶段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

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在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ro-

gramme For Ina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简

称 PISA）测试中表现最好的亚洲国家往往具

有由来已久的考试文化，学生大多参与正规学

校系统之外的补习班，且普遍因为父母对于教

育的高期望而承受很大压力[56]。随着数字化时

代的到来，面向未来的人才培养面临多重挑战，

在基本生存权利已经得到保障的前提下，人

们越来越注重追求精神层面的美好生活。如

何摆脱心灵空虚及追求更加有意义的幸福人

生，已经成为摆在全人类面前亟需解答的问题，

而积极教育正是解决这一困境的有效方法。

无疑，积极心理学的恰当应用有助于解决

上述危机，尤其是有利于健全地立德树人，使学

校在教育现代化目标指引下培养适应未来社

会的、身心健康的人才。

六、结语：对我国应用和拓展积极教育的

建议

本研究认为，积极教育运动基于先进的心

理学实证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显著地克服了

经典心理学过于关注消极、负面心理的问题，

逐步地打破了人们对心理学的疑虑和恐惧，倡

导用一种更加开放的、欣赏性的眼光去看待人

类的潜能、动机和能力等。积极教育已经取得

了丰硕成果，并且也契合中国文化传统和教育

政策。因此，积极教育运动值得我国学校教育

研究和实践的关注。在未来的发展过程中，积

极心理学的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仍在不断发

展与完善。结合我国教育领域的实际情况，对

我国应用和拓展积极教育工作建议如下。

（一）加强积极教育相关理论研究

研究者要加强对该运动的研究和试验。正

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表的文献———《反思

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所指

出的，针对“全球社会变革中的种种趋势、紧张

和矛盾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知识前景……务

必要探寻促进人类福祉的替代方法……以期

维护人类及其共同福祉”[１]83-84。本研究认为，积

极教育理念是值得研究者去探索的特别策略

之一。如何让积极教育的理念和方法更加适应

中国的本土文化，需要从跨文化心理学的视角

进行主位与客位相结合的研究。

同时，研究者要看到积极教育运动需要注

意的局限性。从 1998 年至今，积极心理学在收

获了丰硕研究成果和产生广泛影响的同时，在

关于“科学研究价值无涉”“主观与客观偏差”

等方面也遭受了诸多批评[57]。正如，维克多·弗

兰克尔（Viktor Frankl）的意义疗法观所表明的，

“人有最后一个自由———在任何境遇下选择自

己的生活态度和行为方式的自由”[58]79，通过对

“苦难意义”的理解也能够建立积极的人生观。

（二）加强开展基础研究和实践创新

当今社会，全世界青年人抑郁指数不断上

升，生活满意度逐渐下降，他们甚至被称为“抑

郁流行病”一代。积极教育认为，心理弹性、社

会责任感、生活意义感等应该通过学校教育传

递给孩子，学校是对学生积极主动地实施预防

心理问题和促进心理健康发展的完美场所。

理论上，研究者要加强相关研究，尤其是

本土化的积极心理学研究。教育的科学化要基

于心理学，正如现代教育学的主要奠基人约

翰·弗里德里希·赫尔巴特（Johann Friedrioh

Herbart）指出的，心理学有助于明确教育实践

的途径、手段和障碍[59]314-315。积极教育运动正

是基于当代科学心理学最新的分支———积极

心理学而兴起的。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现代心理

学兴起于西方，美国是其大本营，故为取样方

便其大部分研究都以美国大学生为样本[60]。我

们的研究若只是照搬这种失之偏颇的样本所

得出的具体结论，则容易出现偏差。因此，研究

者要结合中国的传统和当下国情，运用跨文化

心理思维，开展本土化的积极心理学研究。

实践上，首先，要加强教师的积极心理辅

导和培训。我国教师群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容

乐观[61]，只有积极乐观的老师才能教出积极乐

观的孩子，通过积极心理辅导对教师心理健康

的干预和提升势在必行。积极教育强调在日常

生活中的渗透和体验，教师应该通过培训掌握

积极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方法，才能在教学活动

中有效地开展积极教育。其次，要运用现代化

的教育手段。学校要利用信息技术和新媒体创

新教学教法，采用新时代青少年喜闻乐见的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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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方式，增强积极教育的趣味性和可操作性。最

后，要加强积极教育法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在

学校教育体系中实施积极教育，国家也应制定

好相关的政策法规，为积极教育的良好开展、为

面向未来培养人才打好坚实的基础。同时，积

极心理学的理论视角和实践应用也要重视文

化适切性的考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积淀了深厚

的积极心理特征，积极教育要重视文化多样性

场景下优秀文化的应用，发扬中华民族共同体

的集体主义传统和文明交流互鉴精神，发挥个

体能动性（Agency）和集体能动性（Co-agency），

才能实现积极心理学和积极教育与本土优秀

文化的契合，最终达到激发学生潜在的正能量、

促进提升教育质量的效果。积极教育强调发掘

和培育学生优势品质、重视幸福感的培养等理

念，将促进我国学校教育内容和方法的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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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urturing Students蒺 Positive Energy: Recent International Positive Education Mov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Chang Yongcai, Jia Xinchao, Su Guangzheng,Wu Qian

（College of Education, Minzu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81）

Abstract：The positive education（PE）has recently developed as a movement internationally against the-

background that pessimism has increasingly become the main threat to the healthy physical and mental develop-

ment of youths and current school education models still suffer from more attention to overcoming negative factors.

The movement is based upon the latest cutting-edge basic research results of positive psychology which intro-

duces a more open and appreciative view of human potential, motivation and ability, and emphasizes human posi-

tive qualities and mentalities. So theeffective practical PE projects show the striking novelty of positive education

that PE pays more attention to helping students maintain self-esteem, find meaning of lives, and gain self-confi-

dence. The movementespecially advocates that education should work for the future, focus more on cultivating

students蒺 positive emotion with more senses of participation, meaningfulness and achievement, and proper inter-

personal relationships for a more healthy and full physical and mental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e research re-

sults also show a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of positive psychology. It is quite consistent with the Chinese tradition

of valuing virtues andcareer achievement, and it is also in line with the present China蒺s need to achieve the

“Chinese Dream”more with positive energies. So more relevant basic research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 PE

will help China more fully realize the goal of educational modernization, and serve the great rejuvenation of the

Chinese nation.

Key words：positive psychology; positive education movement; cross-cultural universality; traditional com-

patibility; compatibility in present pract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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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澳两国学士学位制度的比较研究及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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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沈阳师范大学 国际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4；2.辽宁大学 亚澳商学院，辽宁 沈阳 110036）

摘 要：学位制度建设不但是完善高等教育制度的需要，还能起到规范和引导人才培养模式的作用。

在英国和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体系中，本科教育阶段采用的是普通学士学位加分等级荣誉学士学位的多元

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比较研究发现，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不但有利于提高拔尖人才

的学术水平和科研能力，还兼顾了对技能型人才的职业化训练。借鉴英、澳两国的成功经验，结合我

国本科教育的具体实践，探索构建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的必要性及制度建设，以期为我

国坚持“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的高等教育本科层次内涵式发展提供启示。

关键词：学士学位制度；多元分层次；普通学士学位；荣誉学士学位

中图分类号：G649.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66-09

21 世纪以来，为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需

求，很多国家的高等教育从精英化阶段进入大

众化和普及化发展阶段。1999 年，我国又做出

扩大高等教育规模的重大决策，我国高等教

育从此进入大众化发展阶段。二十年来，高等

院校扩招大幅度提高了我国劳动力素质，为社

会主义建设输送了大量人才，助力我国成为世

界第二大经济体。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大众化向普

及化的过渡，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素质的

社会评价和雇主反馈开始转差。那么应该如何

维护我国高等教育的学术标准和声誉，以及保

护学生和公众的利益，成为高等教育面临的一

个重大现实问题。

学位是个人通过学习专业知识取得学识

及在某一学科领域获得学力水平的标志[１]。20

世纪 80 年代初，我国高等教育确立了三级学

位制度，即学士、硕士和博士学位。学位制度的

建立不但使高等教育制度得到了进一步完

善，而且还起到了规范和引导人才培养模式的

作用[２]。但是，在目前学位制度下，本科期间

无论是学习成绩优秀还是较差的学生，在毕

业时获得的都是毫无差别的学士学位。授予

学术水平差异化明显的本科毕业生单一化、

同质化的学士学位是否为一种科学、合理的

学位制度设计的结果？无等级划分的学士学

位授予制度是否会因缺乏激励机制而削弱学

业竞争，最终导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下

降？这些都是目前我国高等教育亟待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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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

二、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的国际

经验

英、澳两国的高等教育质量在全球一直都

享有盛誉，虽然两国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百

分之一，但是在全球大学排名 50 强中，却有四

分之一的高等院校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英、

澳两国高等院校毕业生的学术素养和能力，无

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获得了极高的社会评

价和雇主认可，其学位授予制度设计的合理

性、先进性和科学性可谓功不可没。长期以来，

英联邦国家的高等院校在本科教育阶段，普遍

采用的是以普通学士学位加分等级荣誉学士

学位的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多元指

的是学士学位有普通学士学位和荣誉学士学

位两种；分层次指的是普通学士学位低于荣誉

学士学位，荣誉学士学位自身又分成若干高低

等级。

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把竞争机

制引入高等教育本科阶段，极大地激发了大学

生的内生学习动能，提升了高等教育的学术标

准，促进了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审慎研究这

些国家的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汲取

其在高等教育方面的成功经验，同时结合我国

本科教育的具体实践，通过教育部、国务院和

全国人大进行顶层设计，各高等院校做好分层

对接，则能构建出我国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

学位授予体系，最终全面提高我国高等教育的

人才培养质量。我国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

位授予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将成为坚持“以本

为本”（文科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回归常识、

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回归梦想）、促进我国高

等教育本科层次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抓手，并将

有力地推动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

力的现代化步伐。

（一）英国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

英国的高等教育质量蜚声世界，毕业生的

学术水平得到了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可[３]。英国

的大学始于 12 世纪中期，最早成立的是牛津大

学。目前，英国拥有 160 多所高等院校，其中 18

所进入世界高校 100 强。2019 年，在排名方法

与评分标准更注重学术的 QS（Quacquarelli

Symonds）世界大学百强排名中，牛津大学（第

四）、剑桥大学（第七）、伦敦大学学院（第八）、

帝国理工大学（第九）进入前十名。英国绝大多

数提供高等教育的院校都是公立性质的，其办

学经费由英国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负责提供。

然而，这些高等院校在英国的运行是独立的，

不受政府影响，享有学术自由。在英国，高等教

育的提供机构只要拥有英国皇家特许状并在

枢密院备案，就可以自行授予毕业生学位。

世界上最早为“优等生”授予荣誉学位（Hon-

ours Degrees，简称 Hons）的是始建于 1088 年的

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Bologna）。大

约一百年后，牛津大学将起源于意大利的荣誉

学位制度引入英国的高等教育学位体系中[３]。

目前，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依然是英

国高等教育本科层次学位授予体系的具体表

现形式。

1.授予形式

在这种学位授予体系中，本科毕业生被授

予的学士学位有两种：普通学士学位（Ordinary

Degrees，简写 Degrees）和荣誉学士学位（Hon-

ours Degrees，简写 Hons）。其中，荣誉学士学位

分为四个等级：1 级荣誉学士学位（First Class

Honours）；2.1级荣誉学士学位（UpperSecondClass

Honours）；2.2级荣誉学士学位（LowerSecondClass

Honours）；3 级荣誉学士学位（Third Class Hon-

ours）[４]。在英国，大学生在本科毕业时通常只

是颁发学士学位证书，而没有严格意义上的本

科毕业证书。在本科毕业生的学士学位证书

上，学位证书的类型会被明确标明是普通学士

学位还是荣誉学士学位。如果是荣誉学士学位，

证书还会标明持有者所获得的荣誉学位等级。

本科学习（除医学、工程、法律等专业）在

英国通常需要三年（苏格兰四年）。英国高等院

校通常把本科层次的课程分成核心课程、专业

课程、选修课程三个模块。其中，核心课程和专

业课程为必修课。只有以高于及格分数段的成

绩修满全部必修课程和最低数量要求的选修

课程的学分，并且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成绩在

及格分数段以上的本科生，才能获得荣誉学士

学位；而只达到及格分数段的毕业生会被授予

普通学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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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学士学位的等级是根据学生在大学

二、三年级（通常各占 50%）加权平均成绩确定

的（大学第一年级的成绩不计入计算）。加权平

均成绩是用各科成绩乘以该科权重（该科学分

占该学年学分的比例）的和除以该学年所学科

目总数得到[５]。加权平均成绩 70分以上获得 1

级荣誉学士学位；60~69 分获得 2.1 级荣誉学

士学位；50~59 分获得 2.2 级荣誉学士学位；

45~49 分获得 3 级荣誉学士学位；40~44 分获

得普通学士学位（本科 40 分及格），详见表 1。

2.学术标准的维护

英国高等教育质量保证署（Quality Assur-

ance Agency for Higher Education，简称 QAA）是

英国对高等院校内部的高等教育质量保障体

系进行风险评估的唯一代理机构。它作为英国

高等教育标准和质量的独立监督和咨询机构，

负责制定和监督英国高等教育的标准，包括英

国高等教育质量标准的制定，以及制定和监督

与高等教育文凭相关课程的标准，并授权批准

和监督提供这些课程的教育机构[６]。

为了保证一流大学和低水平大学授予的

荣誉学士学位具有相同的学术水平，英国政府

会委托 QAA 定期（4~6 年一次）对高等院校的

教育质量进行评估，然后根据评估的结果确定

各高等院校各专业不同等级荣誉学位的授予

比例[７]。英国绝大多数本科毕业生都能获得荣

誉学士学位，但被授予 1 级和 2.1 级荣誉学位

的毕业生人数在不同水平大学却有很大差异，

即名牌大学授予率可达 80%以上，而“三流”大

学只有 40%左右[８]。

3.对学生的影响

在英国，申请攻读硕士学位和大企业招聘

时，通常对本科毕业生的门槛要求（Entry Re-

quirements）一般要至少达到荣誉学士学位 2.1

级。学位证书上标明 1级荣誉学士学位的学生

可以直接攻读博士学位，而无需经过硕士阶段

学习。因此，在这种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

体系下，英国的本科生为在毕业时能够获得较

高等级的荣誉学位，不但重视大学最后两年每

学期的每一次考试，而且还要认真对待每一次

（无论是个人还是小组）的课程作业和相关论

文的按时写作和及时提交。

（二）澳大利亚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

体系

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始于 1850 年建立的

悉尼大学。目前，澳大利亚共有 40所公立大学、

两所私立大学（邦德大学 Bond University 和北

默多克大学North Murdoch University）。2019 年

6 月，英国高等教育资讯和分析数据提供商 QS

发布的 2020 年 QS 世界大学排行榜中,澳大利

亚五星级大学联盟“八大”中有 5 所大学跻身

全球 50 强，包括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第二十

九）、墨尔本大学（第三十八）、悉尼大学（第四十

二）、新南威尔士大学（第四十三）、昆士兰大学

（第四十七）。因此，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也属

世界一流水平。

澳大利亚在历史上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1788 年，澳大利亚建国时英裔人口占总人口的

90%以上。因此，作为英联邦国家之一的澳大

利亚在文化和教育方面深受英国的影响。19世

纪后期，澳大利亚在高等教育本科教育层次中

开始借鉴英格兰的荣誉学位制度[８]。此后，在

其高等教育中，本科层次采用的一直是多元分

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

1.授予形式

澳大利亚本科教育实行三学年制（医学、

工程和法学等 4~5年），学士学位分为普通学士

学位和分等级的荣誉学士学位两种。在本科学

习期间，学生如果修满其所在专业教学计划中

规定的所有科目的学分（一般不需要毕业论文

或毕业设计），那么在其毕业时将被授予普通学

士学位。

澳大利亚的荣誉学士学位分为两种：一种

是“邀请式”，即学生在完成本科三年普通学士

学位课程学习后再加学一年，毕业时按照学生

在这一年中课程和论文（各占 50%）成绩授予

表 1 英国本科毕业生分等级学士学位

学位类别 学位等级 加权平均分

1级

2.1 级

2.2 级

3 级

普通

70 分或以上

60~69 分

50~59 分

45~49 分

40~44 分（及格分数段）

荣誉学位

普通学位

资料来源：https://www.thestudentroom.co.uk/university/cours-

es/degree-classifications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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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等级的荣誉学士学位。但是，大多数本科

生是没有这种机会的，只有那些按时修完全部

专业必修课和指定的一定数量的选修课，并在

考试中绩点（Grade Point Average，简称 GPA）

5.0 以上的优等生（占本科生总数不到 5%），才

能被邀请进入为期一年的荣誉学士学位学习

阶段。在加学的一年中，学生不但要通过设定

的四门挑战性课程的考试，还要在老师的指导

下完成一份具有学术价值的论文。另一种荣誉

学士学位是直接嵌套在该专业本科四年的学

习中，前三年重点学习为荣誉学位学生专门设

计的三个模块的课程（核心课程、专业课程、选

修课程）内容并撰写专业论文，最后一年要提

交有学术价值的小组课题，并在老师的帮助下

能完成相关研究。四年学习结束后，根据学生

成绩授予不同等级的荣誉学士学位。这种“嵌

套式”荣誉学士学位进入的门槛极高，并在学

生进入大学前通过“高考”就完成了筛选。

以 2020 年 2 月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高级经济

学、金融学荣誉学士学位入学标准为例，申请

者需要提供OP1（相当于百分制中平均成绩 99

分，即 Overall Position，简称 OP，OP 一共有 25

个等级，OP1 最高，OP25 最低）的成绩[９]。

根据学生的加权平均成绩，澳大利亚的荣

誉学士学位可以分为五个等级授予：一等荣誉

学士学位（First ClassHonours，简称Class I）；二等

A荣誉学士学位（Upper Second Class Honours，简

称 Class IIA）；二等B荣誉学士学位（Lower Sec-

ond Class Honours，简称 Class IIB）；三等 A荣誉

学士学位（Upper Third Class Honours，简称 Class

IIIA）；三等 B荣誉学士学位（Lower Second Class

Honours，简称 Class IIIB）[９]，详见表 2。

2.学术标准的维护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局（Tertiary

EducationQuality and StandardsAgency，简称TE-

QSA）是澳大利亚唯一的非营利性高等教育质

量保证和管理机构。该机构通过均衡利益、风险

反思的方法来保护学生的利益和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的声誉，以支持高等教育多元、创新和

卓越发展。所有在澳大利亚提供高等教育的组

织（公立和私立大学、海外大学的澳大利亚分

支机构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在 TEQSA

注册，没有获得自我认证授权的高等教育提供

者（几乎所有非大学形式的机构或组织）的课

程也必须由该机构认可[10]。

TEQSA 通过对高等院校进行的高等教育

质量保障风险评估，来保证高等教育机构或组织

能够提供各项质量保障指标高于阈值（thresh-

old）的高等教育服务，并促进澳大利亚高等教

育部门的质量提升[11]。TEQSA根据澳大利亚《高

等教育标准框架》（Higher Education Standards

Framework，简称 HESF）中的《风险评估框架》

（Risk Assessment Framework，简称RAF），一年

一次地对高等院校教育质量进行风险评估，

以保证各高等院校的荣誉学位授予能够维护

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学术水准和声誉[11]。

3.对学生的影响

澳大利亚学位体系中有一个独特的现象，

即普通学士学位被视为学生只是在接受高等

教育后完成了职业化的训练过程，硕士学位也

不被当作学生接受过学术培养及具备科研能

力的标志，而被认为是升级版职业化训练的完

成[８]。在澳大利亚，即使是普通大学向成绩优

异的本科三年级学生“邀请”加读一年荣誉学

士学位课程的标准，也要比顶尖大学接收普通

本科毕业生入读硕士学位的标准要高，获得荣

誉学士学位的毕业生社会评价极高、雇主反馈

很好。

在澳大利亚，荣誉学士学位不但是本科毕

业生卓越能力的证明，也是“高材生”身份的象

征。获得普通学士学位的当地本科毕业生除了

进入社会寻求工作，较难获得攻读硕士学位、

博士学位的学习机会，因为本土学生申请攻读

博士学位的前提要求是具有二等 A 以上的荣

誉学士学位（海外学生不受限）。因此，澳大利

亚的学生如果希望在未来升学和求职的竞争

表 2 澳大利亚荣誉学士学位和普通学士学位学制和录取方式

学位类别 学位等级 录取方式

1级

2级 A

2 级 B

3 级 A

3 级 B

普通

邀请式（本科三年中

GPA5.0 以上）或嵌入

式（“高考”平均成绩

95-99 分）

荣誉学位

普通学位

资料来源：https://future-students.uq.edu.au/study/program整理

学制

三年 正常入学

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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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占有领先位置，只能发奋苦读争取获得高等

级荣誉学士学位。

三、英、澳两国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

体系的比较分析

（一）英、澳两国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

体系的共同之处

1.学士学位的多元化设置

无论是英国还是澳大利亚，高等院校在高

等教育本科层次不是为毕业生授予无差别的

学士学位，而是有多元化的学士学位供学生争

取。这表明英、澳两国在人才培养模式中，人才

培养目标的设定既兼顾经济社会生产的需求，

又满足科学研究发展的需要。在高等教育从精

英化发展到普及化的时代潮流下，普通学士学

位的设置回应了社会各领域发展需要较高素

质人才的需求，强调对学生实施职业化训练，

这是一种普及化教育；荣誉学士学位的设计则

是为学有余力的优等生进行学术研究能力培

养，在为社会输送拔尖人才的同时也为研究机

构培育了学术苗子，具有典型精英化教育的特

点。英国和澳大利亚普通学士学位的学制都是

三年。

2.荣誉学士学位的分层次化授予

英、澳两国的荣誉学士学位都不是只有一

种无等级差别的表现形式，而是根据学生在本

科阶段课程学习的加权平均成绩将其分成了

若干层次。英国荣誉学士学位分四个等级，而

荣誉学士学位在澳大利亚则有五个等级。英、

澳两国分层次的荣誉学士学位把市场竞争机

制引入高等教育的本科阶段，比相对于单一的

学士学位制度更具科学性和合理性。分层次的

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高等教育体系和学位制

度现代化的标志之一，丰富和完善的人才培养

方式提高了英、澳两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荣誉学士学位分层次化

授予自带的激励机制，激发了学生追求卓越的

内生动力，发挥了鼓励学生学业竞争、促进学生

持续进步、提升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良好作用。

3.独立机构保证荣誉学士学位授予质量的

一致性

如果期望荣誉学士学位能够获得良好的

社会评价和雇主反馈，那么保证学术水平参差

不一的各高等院校授予的荣誉学士学位质量

的一致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在英国，QAA 是高

等教育质量保障体系中独立运作的代理机构，

负责对英国高等院校内部的质量保障体系进

行基于风险的高等教育复核评估，它的任务是

保障公众和学生的利益，以维护高等教育的学

术标准和质量[12]；在澳大利亚，TEQSA 是具有

独立性的高等教育质量与标准署，它负责高等

教育中专业和课程认证、信息发布、质量保障

体系风险评估、高等教育质量评估、高等院校

资格注册和提供咨询建议等工作[10]。

QAA和 TEQSA 分别为两国构建了高等教

育的外部质量保障体系，并定期对各自国家高

等院校进行高等教育质量风险评估。QAA 和

TEQSA 通过综合运用多种方式审核高等院校

在提供高等教育过程中的核心指标，对各种潜

在风险进行事前识别、估测，同时要求具有质量

风险的院校提出解决方案并采取行动消除风

险，从而确保不同水平的高等院校授予的荣誉

学士学位的质量一致。

（二）英、澳两国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

予体系的差异

1.荣誉学士学位的学制年限不同

英国（苏格兰除外）的荣誉学士学位和普

通学士学位的授予都可以在英国高等教育本

科层次三年学制内完成，本科毕业生被授予的

学位类型和等级取决于其在大学最后两年的

GPA成绩。澳大利亚的荣誉学士学位体制是在

改变了普通学士学位三年制本科学制的基础

上建立起来的，荣誉学士学位无论是“邀请式”

还是“嵌套式”都需要学习四年。“邀请式”荣誉

学士学位采用的是“3+1”学制，即学生在完成

普通本科三年的学习后，学业表现卓越的学生

被邀请通过加学一年的方式完成荣誉学位学

习；“嵌套式”荣誉学士学位则是在入学之初就

已经确定了四年学制。

2.荣誉学士学位的人才培养对象不同

荣誉学士学位无论是在英国还是在澳大

利亚，都是优秀本科毕业生身份的象征和对其

能力肯定的标志。荣誉学士学位制度对于增强

学生学习的荣誉感、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

主动性、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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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体教风学风建设水平有着重要作用。在英国

高等教育体系中，荣誉学士学位制度具有“大众

化”的特点。所有在英国高等院校本科阶段学

习的学生，都有机会通过努力学习获得优异的

加权平均成绩，并被授予不同等级的荣誉学士

学位。而“精英化”则是澳大利亚荣誉学士学位

制度的标志。“邀请式”荣誉学士学位只邀请在

本科三年学习中成绩拔尖的优等生；“嵌套式”

荣誉学士学位则是在学生进入大学之前就通

过“高考”成绩进行了优中选优。

四、对我国学士学位授予制度现代化建设

的启示

为回应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素质人才需求

的不断增长，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也始终与时俱

进。复旦大学（2015 年 9 月）、北京大学（2016

年 4 月）和清华大学（2016 年 9 月）分别通过

“本科荣誉项目”“荣誉学士学位”与“本科荣誉

学位项目”方式，开始尝试把荣誉学士学位引

入我国高等教育本科阶段[８]。但是，这些院校

的荣誉学士学位授予对象只是在少数专业中

选拔出来的极少数“卓越生”和“拔尖生”，并没

有在校内建立和推行面向所有专业和所有学

生的多元分层次的学士学位授予体系，也未能

对全国其他高等院校起到示范带头作用。

教育部对本科教育改革十分重视，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

的讲话精神，2018 年 6月，教育部提出“坚持以

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加快建设高水平本科

教育”[13]的建议。2019 年 10 月，教育部又出台

了《关于深化本科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

才培养质量的意见》[14]。因此，借鉴英、澳两国

学士学位制度体系的经验，并结合我国高等教

育的具体实践，全面建设我国新时代多元分层

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推进我国高等教育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迫切需要。

（一）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完

善我国学位制度的需要

在我国现行的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位

制度下，学位虽然具有纵向攀升的空间，但在横

向上却都只有一个孤立的学位。特别是本科层

次单一形式的学士学位授予无法对不同学术

水平的毕业生进行区别，学士学位没有被进行

差异化的多元分层次细分使学位的信号传递

功能在某种程度上失去了作用。英、澳两国的

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的设计，使单一

的学士学位体系发展成为多元并分层次的学

士学位体系，体现了学位制度设计的合理性和

科学性，促进了高等院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从精英化向普及化的

发展，本科学生的招生数量增长迅速，高等院

校的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在目前的学士学位授

予制度下，大多数高等院校中“拔尖”和“卓越”

的优等生，在毕业时却没有被授予能够证明其

实力、象征其身份的与普通学士学位有差异的

学士学位。因此，为防范本科毕业生进入社会

后可能被逆向选择的风险，以及满足高等教育

自身发展的需求，构建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

学位授予体系将有助于完善我国的学位制度，

以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

现代化。

（二）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促

进本科教育内涵式发展的需要

英、澳两国的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

系是建立在“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上，并

充分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性，满足现代大学生

个性化学习的需求。澳大利亚“邀请式”荣誉学

士学位只针对本科三年中学术表现卓越的学

生；“嵌套式”荣誉学士学位也是在高中毕业生

中进行了层层优选。无论是“邀请式”还是“嵌

套式”荣誉学士学位，其人才培养目标都定位

在学生研究型学术能力的培养上，在教学方面

荣誉学士学位课程的设置和教与学范式也进

行了区别于普通学士学位的调整。

目前，我国很多高等院校在人才培养定位、

人才培养方案和质量标准、课程设置、教材选

用和教与学范式等方面，没有充分尊重学生自

然禀赋的差异和个性化学习的需求，导致本科

学生在“千人一面”的教育教学中出现对知识

有的“吃不饱”、有的“吃不下”现象的出现。形

式上的教育公平客观上造成了人才培养质量

与效率的降低，也违背了因材施教教学原则。

通过构建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

系，可以使人才培养定位更明确，即普通学士

学位定位于对学生进行实用型职业化训练，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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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学士学位定位于对学生进行研究型学术化

能力培养。新学位授予体系可以为不同类型的

本科生制定不同的人才培养方案和质量标准，

以优化课程体系和深化教与学范式改革，从而

推进本科层次人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全

面促进本科教育内涵式发展。

（三）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加

强高等院校学风建设的需要

合理的制度设计能够事半功倍，因为它不

但可以实现结果的公平，还可以使人的行为目

标明确、态度端正、行动积极；而不合理的制度

往往事半功倍，甚至事与愿违。英、澳两国多元

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的设计，使学士学位

授予制度形成了内生激励机制，从而有效促进

了本科生的学业竞争。在学业竞争机制下，学

术表现拔尖的学生被授予高等级荣誉学士学

位。这种合理的学士学位授予制度能够发挥市

场机制作用，实现稀缺资源的最优配置，从而

激发学生超越自我、奋发向上、追求卓越的学

习热情，促进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最终提升

高等教育的质量和运行效率。

我国目前单一化的学士学位授予制度缺

乏激励机制，使在本科学习过程中刻苦程度不

同、成绩良莠不齐的学生，没有获得“按劳分

配”的差异性成果，不公平的结果挫伤了学生

学习的热情。这种学位授予制度设计的缺陷直

接导致很多经“残酷”高考拼入大学的学生喊

出“六十分万岁”，甚至认为大学（University）就

是“由你玩儿四年”。如果在我国现有的学士学

位授予制度中引入分等级的荣誉学位，建立新

时代多元分层次的学士学位授予体系，就可以

使持有高等级荣誉学士学位的本科毕业生在

未来的升学和求职市场中拥有明显的竞争优

势。这将直接激发学生们为追求“荣誉”而奋发

学习的内生动力，以及促进学生学业竞争和持

续进步，从而有效推动高等院校的学风建设。

（四）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促

进高等教育国际交流的需要

在高等教育国际化方面，英、澳两国始终

走在世界前列。国际留学生每年为英国带来200

亿英镑的收入；2019年，澳大利亚招收的国际留

学生超过 72万人，国际教育产业已经成为澳大

利亚第三大出口行业。英、澳两国在高等教育

本科层次实行的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制

度与高等教育比较发达的美国、欧洲各国和其

他英联邦国家学士学位制度基本相近，因此有

力地促进了英、澳两国高等教育国际交流事业

的发展。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很多学生选择

到国外接受本科或研究生教育。美国、英国、澳

大利亚和加拿大等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我国学

生出国留学的主要目的地。在这些国家的高等

教育体系中，都采用的是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

授予体系。由于我国只有单一化的学士学位，

对于在国外获得荣誉学士学位的学生，在归国

进行学位认证时会遇到无法准确衔接的问题。

同样，对于在国内本科毕业立志到国外继续深

造的学生，鉴于我国单一学士学位与国外多元

分层次学士学位的差异，国外大学很难通过我

国无等级划分的学士学位证书，对来自中国的

申请者进行筛选。只有加快我国高等院校全面

构建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使

我国的学士学位授予制度与国际接轨，才能积

极有效地促进高等教育的国际交流。

五、构建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

体系的制度建设

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是

对我国现行高等教育学士、硕士、博士三级学

位制度的继承和发展，它没有改变学士、硕士、

博士三级学位制度中纵向的三级排列，只是对

学士学位进行了符合新时代发展需求的横向拓

展。在我国高等教育的本科层次，建立面向所有

专业、所有学生的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

授予体系，是促进我国高等教育治理体系和治

理能力现代化的有力手段。

（一）做好顶层设计，为新时代多元分层次

学士学位授予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教育部可以组织高等教育领域的专家学

者对先行试点荣誉学士学位制度的复旦大学、

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等，进行引入荣誉学士学

位后的人才培养效果评估，在总结经验和教训

的基础上，将国外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

系的成功经验与我国本科教育的具体实践相

结合，构建出符合我国国情的新时代多元分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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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然后，教育部将新学位

授予体系的草案上报国务院，由国务院提请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对 2004 年《中华人民共

和国学位条例》（修正版）中的第四条———关于

学士学位授予规定进行修改和增补，明确学士

学位可以分为普通学士学位和荣誉学士学位

两种，并将原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两个条款

（较好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

和基本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

门技术工作的初步能力）作为普通学士学位授

予标准条款，并增加荣誉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

相关条款。

（二）加强对新时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

授予标准的研究

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的授予主体是经授

权的全国各高等院校，学制仍为四年。普通学

士学位培养目标以技能型人才为导向，定位于

就业功能；荣誉学士学位培养目标以学术型人

才为导向，定位于升学和从事科研工作。新时

代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设计，既要通过荣誉学

士学位设计凸显以基础学科为突破点，为实施

拔尖人才培养计划服务；又要利用普通学士学

位设置，做好社会生产和管理亟需的技能型人

才的培养工作。因此，本科毕业生的毕业标准

不变，即修满本专业人才培养计划规定的所有

课程的学分，完成毕业论文（或毕业设计）并通

过答辩。普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不变，即较好

地掌握本门学科的基础理论、专门知识和基本

技能，具有从事科学研究工作或担负专门技术

工作的初步能力；荣誉学士学位的授予标准应

该是在达到普通学士学位授予标准的基础上，

能够在教师指导下取得了小组课题的学术研

究成果，并根据其加权平均成绩所处的分数段

授予不同等级的荣誉学位。另外，教育部应牵

头成立专门机构或委托独立的第三方，定期通

过评估和问责来确定各高等院校对各等级学

士学位的授予比例，以保证学士学位授予标准

的一致性。

（三）与国际接轨，学士学位证书标明类别

和等级

学位证书是官方通过授权单位颁发给已

获得学位者的书面证明，是按照学位授予的严

格标准和程序对毕业生学术水平达到与其所

受教育层次相符程度的一种价值认证[15]。在全

球范围内，除了中国和俄罗斯等个别国家外，绝

大多数国家只为毕业生颁发学位证书，并不颁

发专门的毕业证书。并且，美国、英联邦国家（英

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及欧洲大部

分国家，在为毕业生颁发的学位证书上会注明

学位的类型（普通学士学位或荣誉学士学位）

和荣誉学士学位的等级（如 1 级或 2.1 级荣誉

学士学位等）。

1977 年，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

考试恢复后，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毕业生在毕

业时只颁发本科毕业证书，而没有独立的学士

学位证书。我国普通高等学校的本科毕业证书

和学士学位证书的分别制发始于1992 年。为了

实现学位制度与国际接轨，促进高等教育的国

际化，推动学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我国应尽快建立适应新时代经济社会发展的

多元分层次学士学位授予体系。在新的学位授

予体系下，标明学士学位类别和等级的学士学

位证书将取代目前的“两证”（本科毕业证书和

学士学位证书）。课业成绩仅及格，且毕业论文

（毕业设计）学术水平达到最低学士学位授予标

准的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毕业生，学位证书上标

明是普通学士学位；根据课业和毕业论文（毕

业设计）加权平均成绩所处的分数段高低（均

应高于仅及格成绩分数段），相应地为毕业生在

学位证书上标明是荣誉学士学位并注明等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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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Reference of Bachelor Degree System between Britain and Australia

Yang Chun1, Li Qing2, Su Yanli 1

（1.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henyang Normal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4;

2.Business College of Australia and Asia, Liaoning University, Shenyang Liaoning 110036）

Abstract：The degree system construction is the need to perfect the higher education system, and it can also

play a role in regulating and guiding the mode of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British and Australian higher education

systems, the Multiple and Hierarchical Bachelor Degree Awarding System which consists of ordinary bachelor蒺s

degree plus honors bachelor蒺s degree is implemented in the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tage. The comparative study

found that the Multiple and Hierarchical Bachelor Degree Awarding System is not only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academic level and research ability of top talents, but also takes into account the professional training of skilled

talents. Based on the successful experience of Britain and Australia, combined with the specific practice of China蒺s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this paper makes an exploratory study on the necessity and system construction of set-

ting up multiple and hierarchical bachelor蒺s degree in China, which provides enlightenment for China蒺s insistence

on“undergraduate education oriented”and promotion of“four returns”higher education connotation development.

Key words：bachelor degree system; pluralism and hierarchy; general bachelor degree; bachelor of hon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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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理分析与内容构建

李少梅，唐 宇，田维维

（陕西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陕西 西安 710062）

摘 要：父母家庭教育权在家庭教育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关于“家庭教育”以“权利”冠名的现有法律

条文为数不多，权利属性不够明确，且缺乏有关父母家庭教育权的规定。因此，有必要厘清父母家庭

教育权的具体内容，并充分发挥其教育职能。从法理学视角出发，父母家庭教育权应具备正当性、适

当性、教育性等权利特性，其核心内容应包括教育选择权、教育惩戒权、学校教育参与权及法律法规

规定的其他权利。深入研究父母家庭教育权，既能平衡父母家庭教育权利与义务的关系，又能推动

家庭教育立法的实施，有助于提升家庭教育质量。

关键词：家庭教育；父母家庭教育权；法理分析

中图分类号：G40-011.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75-08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

合多次提到家庭及家庭教育的重要性和深远

意义，反复强调全党和全社会都要注重家庭、

家教和家风建设问题。在 2018 年全国教育大

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家庭是人生的第一

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

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

子。”[１]在此背景下，重庆、贵州、山西、江西、江

苏、浙江、福建、安徽等地相继出台了地方性家

庭教育促进条例，为国家层面的家庭教育立法

创造了有利条件。2020 年，家庭教育立法被列

入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和全国人

大常委会 2020 年立法工作计划中。2021 年年

初，《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草

案）》提请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并

于第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从现有法律条文

来看，关于“家庭教育”以“权利”冠名的内容为

数不多，更多是以义务的形式对其加以诸多

限制。但无论何种法律，其调整的都是权利和

义务关系的问题。在家庭教育中，父母及监护人

的权利也是家庭教育立法的重点，并且现代法

律体系又是以权利为本位的，这便为父母家庭

教育权的提出奠定了学理基础[２]。因此，本研

究尝试厘清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涵及权利属

性，分析其法律和法理依据，并从可操作性的

层面探讨应如何规制父母的家庭教育权。

一、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涵及其权利属性

（一）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涵分析

一般而言，教育权有狭义与广义之分。从

狭义上看，教育权是指教育者对受教育者享有

的施加教育的权利。从广义上看，教育权又可

分为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国

家教育权主要由政府代为行使；社会教育权由

社会特定利益群体或个人行使，代表社会特定

教育制度与政策 0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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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群体的教育权利[３]；家庭教育权则与家庭

教育的内涵密切相关。作为家庭教育立法的重

心，家庭教育的内涵直接影响家庭教育权的权

利主体、权利内容、权责配置等诸多方面。而家

庭教育的含义也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家

庭教育基于未成年人发展的角度，认为家庭教

育是指父母或其他监护人及有监护能力的家

庭成员，通过言传身教和生活实践对未成年人

产生的影响，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

进法》及各省市的家庭教育促进条例均使用该

种释义[４]。广义上的家庭教育源于家庭结构功

能的深刻变化和学习型社会的构建与完善，侧

重于家庭的发展，认为家庭教育是指具有增进

家人关系与家庭功能之各种教育活动 [５]。例

如，新加坡于 2002 年启动的“学校家庭教育

计划”，从更广义的家长素养概念范畴介入家

庭教育，对家长进行指导与服务，这就拓展了

家庭教育的内涵，将其定义为围绕家庭的内在

要素和外部环境所进行的教育，涵盖伦理教

育、婚姻教育等方面[６]。

本文所论述的家庭教育权，使用的是狭义

的家庭教育概念，原因如下：一是从立法目的

来看，基于当前基层家庭教育指导服务的实际

情况和普遍认识，《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立法初衷是促进未成年人的健康成

长。因此，家庭教育中具有操作性的重点便是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二是从国际

范围来看，世界多数国家更倾向于采用狭义的

家庭教育概念。例如：美国通过司法审查的形

式肯定了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合法性，明确父母

家庭教育的概念即为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德国

《魏玛宪法》第 120 条规定，“养育子女，完成

其肉体、精神及社会的能力，为父母的最高义

务，且为其自然的权利”[７]。由此可见，上述法

律条款更倾向于从狭义上对家庭教育的概念

进行界定，即家庭教育包括父母的监护权利和

养育义务。三是从实施角度来看，虽然广义的

家庭教育的法律范围和内容更为丰富，侧重于

整个家庭的全面发展，但就我国国情而论，

目前已具备较为成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以下简称《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反

家庭暴力法》等法律，可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家

庭成员的行为。因此，若扩大家庭教育的内涵，

则有可能导致权利主体的扩大，由此产生巨额

成本及利益冲突，从而削弱家庭教育法的实

施力度。本文中的家庭教育权是指父母或其他

监护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对子女进行各方

面教育的权利[８]。它的主要内容如下：其一，父

母是行使家庭教育权的责任主体。当然，家庭

教育权行使的主体不仅包括亲生父母，也包括

其法定意义上的监护人。本文为更加突出家庭

教育权的权利主体，明确其法律属性及建构其

权利内容，在概念上将“父母家庭教育权”等同

于“家庭教育权”。其二，家庭教育权具有特定

的阶段性。虽然家庭教育是一个终身学习体

系，具有空间上的全方位和时间上的终身性之

双重特点，但家庭教育权具有特定的阶段性，

只存在于子女的未成年时期。其三，家庭教育

权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行使。尽管现有法

律条文并未对家庭教育权进行明确定义，但同

其他权利一样，家庭教育权也需在法律范围内

行使，不能侵犯子女的受教育权。

（二）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权利属性

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权利属性，经历了从完

全的“私权”逐渐演变为“社会权利”的过程。从

家庭内部来看，父母家庭教育权可以理解为父

母对子女进行教育的权利，这种理解更侧重于

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和管理。从社会环境来看，

家庭教育权并非独立存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

会与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产生对立和矛

盾。因此，从家庭与社会两个层面探讨家庭教

育权的权利属性更为合理。

第一，从家庭内部角度出发，家庭教育具

备的天然性、优先性、自治性和私域性，决定了

父母家庭教育权自然具有自由属性。一是家庭

教育具有天然性。父母与子女的关系是基于生

育行为的一种自然关系，因血缘而巩固。因此，

父母无需任何授权与强制便承担了抚养、教

育和保护未成年子女的主要角色，即所谓“生而

教之”[９]。二是家庭教育具有优先性。家庭是子

女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子女的第一任老师，父

母对子女的家庭教育权的行使具有时间上的

优先性。三是家庭教育具有自治性。家庭作为

一个微型社会，有其运行的内部规则和秩序，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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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力贸然介入便会打破这种和谐。四是家庭教

育具有私域性，是私人领域附着于亲子关系中

的一种个人行为。这便意味着，外部力量不能

以简单粗暴的形式干预家庭教育这一私人领

域，否则会侵犯个人的自由和权利。基于以上

特性，父母家庭教育权是一种符合社会道德的

合理存在，具有天然的自由权属性。

第二，从社会环境出发，父母家庭教育权

具有“社会权利”属性。随着时代的演进，国家

教育、社会教育逐渐凸显，子女教育不再由父

母独占，开始从家庭私人领域的活动变为国家

公共领域的活动，父母以教育契约的形式将自

身所有的家庭教育权部分让渡给国家及学校。

也就是说，家庭教育权既具有自然权利属性，

又具有社会权利属性，具体表现为一种基于法

律确认和保护的权利。正是基于教育契约的

“委托”性质，父母有权行使教育契约上的各项

权利，包括参与公共教育的运营和管理，对受

委托方提出要求、意见和建议等[10]。由此，父母

家庭教育权对公共教育与家庭教育之间的

冲突具有平衡作用。

二、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理分析

（一）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律依据

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律依据，是指确立父

母家庭教育权具有合法性的根据[11]。目前，世

界多数国家已对父母家庭教育权有明确的法

律规定。而我国有关父母教育权的法律规定，

散见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以下简称《宪

法》）、《民法典》和其他教育法律法规，以及《世

界人权宣言》《儿童权利宣言》等国际条约中。

1.国际公约对父母家庭教育权的确立

基于保障儿童合法权益和父母权利等因

素的考量，国际组织通过出台一系列文件确立

了父母家庭教育权，如《儿童权利宣言》第 7 条

第 2 项规定：“儿童的最大利益应成为对儿童

的教育与指导负有责任的人的指导原则；儿童

的父母首先负有责任。”[12]313根据此项规定，父

母是儿童教育的第一责任人，不仅依法享有权

利，而且当多方主体的教育权出现冲突时，父

母家庭教育权处于第一顺位。《世界人权宣言》

第 26 条第 3 项规定，父母享有为其子女优先

选择教育种类的权利。而《欧洲人权公约》等文

件也均明确规定，父母享有为子女选择教育形

式及教学内容的权利。

2.各国法律对父母家庭教育权的确立

世界上的多数法治国家已意识到父母家

庭教育权的重要性，在宪法或法律层面对父母

家庭教育权进行了明确规定。一方面，很多国

家在其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宪法中明确定义

了父母家庭教育权。例如：《菲律宾共和国宪

法》第 14 章第 2 条第 2 款既规定了义务教育

制度，也规定了父母对子女具有天然的教育权

利；《爱尔兰宪法》第 42 条第 1款承认家庭教育

的地位，并进一步规定国家尊重父母对子女的

教育权利。尽管各国法律在具体表述上存有差

异，但通过分析可以看出，以上国家的宪法中

关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天然权利”或“自然权

利”的表述，既表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地位，又

说明其具有的正当性。另一方面，为更好地保

障父母家庭教育权，很多国家在法律条文中对

该项权利做出了进一步补充，如英国《1980 年

教育法》详细规定父母享有选择公立学校的权

利，学校非因特殊情况不得拒绝，否则父母可

以对所在地教育当局提起上诉；英国《1994 年

教育法》也对该项权利进行了规定[13]。又如，

美国的《亲权卡》对父母参与学校管理的权利

做出明确规定，具体包括查阅教学档案、申请

听证、对学校教育相关事宜的建议权等内容[７]。

除此之外，美国还出现了有关父母家庭教育权

的判例。例如，“皮尔斯判例”判定教育子女是

家长的固有权利，对儿童的发展起到不可替代

的作用。此判例对保障父母家庭教育权具有重

要的借鉴意义[14]79。

3.我国法律对父母家庭教育权的确立

目前，我国明确规定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

律条文尚为数不多。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婚

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第 23 条规定：“父

母有保护和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和义务。”[15]

该条款明确说明，教育未成年子女不仅是父母

的义务，也是一项权利。2020 年 5 月通过的《民

法典》第 1058 条进一步细化了《婚姻法》的相

应规定，再次强调父母对未成年子女具有的教

育权利和义务。而《民法典》作为我国历史上第

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其立法宗旨在于“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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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民事主体的合法权益”。作为社会生活中的

重要民事主体，父母的家庭教育权因此得到该

项法律的确认和保护。此外，《宪法》第 49 条第

3款也强调教育子女是父母的义务，但并未明

确说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权利属性。正如前文

所论，父母家庭教育权源于亲权，而亲权是基

于血缘关系产生的一种自然权利，即先于国家

的，人之为人当然享有的权利。由此可以推断，

虽然宪法未明确说明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权利

属性，但显然能够体现其保护父母家庭教育权

的意图。

我国的地方立法也在确定父母家庭教育

权上做出了努力。例如：《江西省家庭教育促进

条例》第 6 条明确规定，父母依法享有教育未

成年人的权利。

通过以上梳理可以发现，无论是国际公约

还是国外立法，抑或是我国立法，均在一定程

度上承认并尊重父母的家庭教育权。还有很多

国家不仅确立了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合法地位，

对其具体内容也做了较为细致的规定。目前，我

国对父母家庭教育权的规定虽有待完善，但相

关法律已明确了这一权利的合法性。随着父母

家庭教育权重要性的逐步显现，其相关规定也

必将进一步完备。

（二）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理依据

法理依据是权利的正当性及被接受和认

可的程度。探讨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法理依据，

即为论证该项权利的合理性。本研究从父母和

未成年子女两个角度，借助权利本位论及受教

育权具备的自由属性，尝试探寻父母家庭教育

权的法理依据。

1.基于父母的视角：权利本位论

中外都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权利本位论。如

在英美国家，关于“权利本位”的表述有“right-

based”“right-oriented”“right-standard”三种。

其中，“right-based”的原意是“以权利为基础”，

译为“权利本位”则在表述上更为简练准确。而

在中国法哲学的语境中，“权利本位”中的“本

位”是主导、基础、起点之意，表明在权利和义

务的关系体系中权利处于优先地位。权利本位

论的基本思想包含四个“先于”，即权利先于功

利、权利先于义务、权利先于权力、权利先于立

法。权利本位论的主要使命和功能，是从理论

上确证权利在法律上的优先价值地位，以及在

实践中的不可侵犯性。借助权利本位论的基本

思想和学术定位，可为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合理

性做出充分证成。

其一，从“权利先于功利”角度出发，父母

家庭教育权神圣不可侵犯，不能进行任何形式

的功利计算，更不能以保护最大权益或公共利

益为由侵害父母家庭教育权。其二，从“权利先

于义务”角度出发，在父母享有的家庭教育权

利和应承担的义务关系中，父母家庭教育权居

核心地位，即权利是目的，义务是手段，权利是

第一因素，义务是第二因素[16]。父母享有的家

庭教育权是其承担相应义务的必要条件，义务

的具体内容是从权利中合理引申出来的，目的

在于保障权利的实现。其三，从“权利先于权

力”角度出发，父母家庭教育权先于国家教育

权，国家教育权的行使必须以承认父母家庭教

育权的存在为前提。依照前文对父母家庭教育

权属性的界定，国家教育权源于父母的家庭教

育权，是通过教育契约的形式将原本属于父母

的教育权利部分让渡给国家，使国家代为行

使。基于此，国家在行使教育权时必须尊重父

母的教育权利。其四，从“权利先于立法”角度

出发，父母家庭教育权不依赖于政府和法律而

存在，不能因立法上缺乏相关规定而否认父母

家庭教育权的合理性。父母享有家庭教育权是

基于生育子女的事实，作为一种与生俱来的自

然权利，是每个人生而有之、不容剥夺的应有

权利[17]。应有权利是法定权利的前提，法定权

利是人们利用法律这一工具使应有权利法律

化、制度化[18]。因此，即使现有法律尚未对父母

家庭教育权进行明确规定，国家也必须对这一

应有权利给予尊重和保护。

2.基于未成年子女的视角：受教育权的自

由属性

从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的自由属性角度

出发，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合理性可获得另一角

度的证成。具体而言，父母家庭教育权有两个

来源：一是亲权，二是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

依据《宪法》第 46 条第 1 款规定，受教育权

是公民享有的一项基本权利。作为基本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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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权兼具社会权与自由权的双重属性。

就自由权属性而言，“受教育主体理应按照个

人喜好和个性发展的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

教育形式和学习内容，此时国家不能过多干

涉个人的选择”[19]。但在实际情况中，根据实施

主体的不同，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又可划分

为自行行使和代为行使两部分。其中，代为行

使的内容就成为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来源之一。

受心理和智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处于义务教育

阶段的未成年子女的思考和选择能力有限，未

必能做出最适合其发展的选择。而基于自然血

缘关系，父母通常更关心和了解自己的孩子，

故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一般让渡给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代为行使。因此，父母家庭教育权

是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的自由属性的体现，是

更好实现未成年人受教育权而必须保障的一

种权利。

三、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构建

父母家庭教育权是我国家庭教育立法的

逻辑基础，确立该项权利对我国家庭教育立法

的研究与具体实施具有重要意义。本研究通过

对父母家庭教育权进行法理分析，并结合我国

家庭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总结父母家庭教育

权应具备的特性，由此尝试构建符合中国国情

的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

（一）父母家庭教育权内容的特性

通过梳理国内外父母家庭教育权的相关

法规可知，父母家庭教育权应具备正当性、适

当性和教育性等原则，从而在实践层面保证父

母家庭教育权与未成年子女受教育权之间的

一致性，凸显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教育价值。

1.正当性原则

正当性原则意为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

应有一定依据，不得凌驾于法律法规之上。其

一，我国现有法律法规的内容已对父母家庭教

育权有所体现。无论是作为我国根本大法的

《宪法》，还是被誉为“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

的《民法典》，其内容中都暗含或明确了父母家

庭教育权。而地方条例作为国家立法的探索与

完善，在其具体内容中也开始重视并体现父母

家庭教育权。其二，父母家庭教育权与当前法

律法规不冲突。目前，与父母家庭教育权有关

的法律法规，主要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

法》（以下简称《教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未

成年人保护法》（以下简称《未成年人保护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下简称《义

务教育法》）等。一方面，父母家庭教育权的目

的与上述法律法规不冲突，都是为了更好地保

障未成年子女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在具体

规定上，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也会考虑与现

有法律法规的衔接和配合。其三，有明确父母

家庭教育权的国际先例作为参考。无论通过何

种形式，明确父母家庭教育权都已成为世界上

大多数国家的共识，并且在具体内容、制度保

障及权利救济等方面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体系，

可为我国明确父母家庭教育权内容提供借鉴。

基于以上分析，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必须

坚持正当性原则，即应结合我国现有法律法规

及参考国际成例予以确定。

2.适当性原则

适当性原则意为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

必须有助于法律目的的实现。父母家庭教育权

作为基本权利的意义就在于保护儿童利益[20]。

因此，明确父母家庭教育权内容的目的在于帮

助父母更好地行使家庭教育权利，提升家庭教

育质量，从而促进未成年子女实现更好、更全

面的发展。换言之，父母家庭教育权基于保障

未成年子女实现基本的受教育权利而产生，具

有明显的利他性，其行使必须以未成年子女最

大利益的实现为前提条件[21]。例如：《儿童权利

宣言》和《儿童权利公约》均强调，“儿童最大利

益”是父母行使家庭教育权的“首要考虑”或“指

导原则”；《中国儿童发展纲要（2011—2020

年）》也提出，要坚持“儿童最大利益”原则，在

处理儿童相关事务和问题时，要结合儿童个性

特征，尊重儿童身心发展特点。父母家庭教育

权虽具有特定的阶段性，只在子女未成年阶段

具有法律效力，但在此期间父母对子女进行的

任何形式的教育都将对子女的未来发展产生

长远影响[22]。基于此，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

必须坚持适当性原则，确保其合法权益得到最

大限度的保护。

3.教育性原则

教育性原则意为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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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以教育未成年子女、促进未成年子女发展为目

的，同时父母家庭教育权的行使也最终确实可

以取得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效果。一方面，从目的

来看，父母家庭教育权的来源之一是未成年子

女的受教育权，其着眼点在于充分教育未成年

子女，保障其受教育权的实现，如《教育法》第

50 条和《未成年人保护法》第 16 条都强调父母

应尊重未成年子女受教育的权利。因此，父母

家庭教育权的具体内容必须基于未成年子女

受教育权的实现。另一方面，从效果来看，通过

落实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容，能够促进未成年

子女获得充分发展。父母可以通过自行、委托、

选择及优先教育等权能，为未成年子女选择最

适合其发展的内容和形式，最终实现教育未成

年子女的效果。基于此，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内

容必须以未成年子女的发展为出发点，坚持教

育性原则，保证未成年子女受到应有的教育。

（二）父母家庭教育权内容的构成

基于正当性、适当性和教育性原则，父母

家庭教育权的具体内容应包括教育选择权、教

育惩戒权、学校教育参与权及法律法规规定的

其他权利。

1.教育选择权

父母的教育选择权意为父母不受其他个

体或团体的不正当干涉，对未成年子女的学

校、专业、课程、教师、教学资源及其他教学构

成要素享有的选择权利[23]179。例如：1948 年颁

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规定，父母享有为子女优

先选择教育种类的权利；1966 年颁布的《经济、

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第 13 条第 3 项也

明确规定，尊重父母或法定监护人为子女选择

教育方式及宗教和道德教育的自由。父母的教

育选择权源于受教育权的自由属性，即为保护

和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父母应当且必

须享有选择教育形式、内容等方面的权利。由

于父母代为行使未成年子女的受教育权，为更

好地实现未成年子女的全面发展，父母应以未

成年子女的最大权益为基本考量。同时，为了

实现教育子女的目的与效果，父母也应为其选

择合适的教育形式和内容。由此可见，父母的

教育选择权可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父母帮助

或代替未成年子女选择学校教育的权利；二是

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内容进行自主选择

的权利。

2.教育惩戒权

目前，关于教育惩戒权的定义尚未统一，

但已有的各类定义具有相似的内涵，即父母或

其他监护人为了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长的需要，

当子女存在不良行为时，在法律规定的合理限

度内施加必要惩戒的利他性权利[24]。例如，我

国台湾地区的相关条例规定，“父母得于必要

范围内惩戒子女”[25]262-263。教育惩戒权作为父

母在家庭教育中的权利，是基于教育性和适

当性原则而确立的，其具体要求为：一是父母

行使教育惩戒权必须且只能出于教育子女的

目的，而非满足个人之欲；二是教育惩戒权仅

限于针对子女的严重不当行为，并且只有相对

温和的教育措施效果甚微，需要对其严厉管教

时才可行使。因此，不仅要明确父母或其他监

护人享有教育惩戒权，也必须在其应当履行的

义务中对教育惩戒权加以限制，坚持未成年子

女利益优先和最大化的原则。

3.学校教育参与权

学校教育参与权意为父母参与学校管理

的权利，即对学校教育的参与权。例如，1974 年

美国颁布的《家庭权利和隐私法》规定，父母的

学校教育参与权包括建议权、查看档案权、知

情与审查权及听证权等。我国关于学校教育参

与权的相关规定散见于《教育法》第 30 条，其

内容包括了解子女的学习成绩及其他有关情

况等。父母参与学校的管理有助于了解未成年

子女的在校情况，更好地开展家庭教育，同时

有利于促进家庭和学校之间形成教育合力，

实现教育未成年子女及保障其合法权益的效

果。具体而言，学校教育参与权主要包括三部

分内容。一是参与权。父母有权参与学校重大

事项及相关决定的决策过程，不仅包括出席相

应活动，还包括对有关事项进行表决并做出

决定。二是知情权。作为权利主体，父母依法

享有对子女教育相关事项的知情权，包括但不

限于了解学校教育政策、教学内容和方法等；

作为义务主体，教育行政机关及学校也应及时

告知相关信息。三是监督和建议权。作为重要

的监督主体，父母有权对教育行政机关和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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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相关工作进行监督并提出建议。教育行政机

关及学校应当畅通监督途径，保证父母监督和

建议权的实现。

四、余论

父母家庭教育权是家庭教育立法的基础，

在家庭教育中发挥着主要作用，其权利内容的

明确具有重要意义。一是从权利均衡角度来

看，国家教育权、社会教育权和家庭教育权三

者可以更好地结合，形成教育合力，更大限度

地发挥教育功能；二是从权利义务关系来看，

权利和义务相辅相成，家庭教育既是权利又是

义务。因此，明确家庭教育权有助于父母强化

教育意识，更好地行使家庭教育权利，履行家

庭教育义务，从而提升家庭教育质量。目前，对

父母家庭教育权的重视程度仍有待提升，这在

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家庭教育的实施效果。尤其

是很多父母尚未意识到自己在家庭教育中的

主体地位，认为教育未成年子女仅仅是学校的

责任，而将教育未成年子女的权利全部让渡给

学校。这就更加需要从法律角度审视父母家庭

教育权的内涵、法律属性、法理依据等内容，从

而为其具体实施提供理论依据。

另外，从立法层面来看，我国家庭教育立

法应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从根本上提

高父母的家庭教育能力。也就是说，赋权只解

决了父母家庭教育权的合法性问题，并未具体

回应父母实施家庭教育的能力问题[26]，难以从

根本上扭转家庭教育逐渐沦为学校教育体系

附庸的现实[27]。对于父母而言，也应将法律赋

予的这项权利变成自身的家庭教育能力，以建

构高质量的家庭学习环境。因此，深入研究父

母家庭教育权，既是为推动家庭教育立法的实

施，又是为提升家庭教育的质量，更是为建立

良好的亲子关系提供观念导引。与此同时，如

何将父母家庭教育权转化为高质量的家庭教

育能力，则是未来需要继续深入研究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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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Analysis and Content Construction Focus of Family Right of Parental Education

Li Shaomei, Tang Yu, Tian Weiwei

（Faculty of Education,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蒺an Shaanxi 710062）

Abstract：The Family right of parental education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family education. However, there

are few existing legal provisions that name“family education”as“right”, and the attributes of the right are not spe-

cific. There is also a lack of provisions on the right of parents to family education.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e specific content of the family right to parental education, and then give full play to the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the family right to parental education.The family right of parental education should have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rightfulness, appropriateness, and educ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jurisprudence. The core content

includes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choice, the right to educational discipline, the right to participate in school edu-

cation, and other rights stipulated by laws and regulations. An in-depth study of the family right to parental edu-

cation can balanc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arents蒺 rights and obligations in family education, and als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legislation, which help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Key words：family education; family right of parental education; legal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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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的劳动教育价值再审视

董世华

（铜仁学院 教育学院，贵州 铜仁 554300）

摘 要：集体式勤工俭学曾是我国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其发展历程可划分为“学农式”

“为农式”“创收式”“服务式”四个阶段。新时代的勤工俭学仍具备赋能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践

基础，诸如以学农实践基地为主的劳动实践场所，以“种、养、加”为主的劳动密集型传统劳动内容，

以创收功能维系劳动教育自运行的内生动力。基于耦合理论，勤工俭学接续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

必须整合勤工俭学与劳动教育实践场所，统筹勤工俭学与劳动教育课程内容，统合勤工俭学与劳动

教育价值取向。

关键词：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劳动教育；耦合路径

中图分类号：G41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83-12

一、问题的提出

劳动教育作为新时代党对教育的新要求，

是大中小学必须开展的教育活动。对于农村中

小学而言，其劳动教育的形式和内容又具有一

定特色。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

出台的《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

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农村地区可

安排相应土地、山林、草场等作为学农实践基

地，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提供实

践场所[１]。2020 年 7 月 7 日，教育部印发《大

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明确将体

验种植、手工制作等生产劳动作为农村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主要内容[２]。而农村中小学借助实

践场所开展种植、养殖、手工制作等为载体的

劳动教育，不仅具有农业生产劳动的经验基础

和自然资源优势，还有勤工俭学厚重的历史积

淀作为依托。集体式勤工俭学曾是我国农村中

小学筹集教育经费和开展劳动教育的重要途

径，其持续时间之长、涉及范围之广泛、参与人

数之众多，在中国教育史乃至世界教育史上均

属罕见。因此，将勤工俭学纳入新时代农村中

小学劳动教育研究的视野，显然极为必要。

中小学勤工俭学虽在我国农村教育及劳

动教育发展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但学界对

其研究却未表现出相应的“热情”。以“中国知

网”的检索结果为例，自 1957 年首次刊文至

今，关于中小学勤工俭学的学术论文有 292 篇，

其中涉及农村中小学的论文仅 40 篇。尤其是

在 2000 年以后，关于中小学勤工俭学问题的研

究出现断层。就既有研究而论，其主题基本聚

焦在内涵、功能、实施途径等方面。内涵研究主

要有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勤工俭学是

讲求一定经济效益的师生参与的商业性生产

劳动教育活动，撇开学生办厂的纯经济活动不

是勤工俭学[３]；第二种观点认为，学校开展勤

工俭学、兴办校办产业，不宜把“学生为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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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为主导、学校为组织者”作为必须遵循的

普遍规律[４]；第三种观点则认为，勤工俭学既

要接纳和组织学生参加生产劳动，也要讲求经

济效益[５]187。功能研究主要围绕教育功能、经济

功能、服务功能三个方面展开[６]。教育功能研

究重点探讨学科教育、劳动观念、劳动技术教

育和素质教育四个方面；经济功能研究主要涉

及学校创收、资助贫困学生、校办产业三个主

题；至于服务功能研究，学界普遍认为，勤工俭

学活动要围绕服务素质教育、服务教育教学、

服务师生及人民群众生活，建立能够实施企业

化经营管理的服务组织[７]。而关于实施途径的

探索，改革开放前，学界主要研究校内服务劳

动和社会义务劳动。20世纪 80 年代初至 90 年

代末，相关研究多围绕校办工业、校办农业、校

办第三产业等主题展开。研究发现，校办农业

是农村学校勤工俭学的主要形式，更容易组织

学生参加劳动；校办第三产业的特点是“服务

性”，主要面向师生教学、生活服务，城市和农村

中小学都可以发展[５]143-150。进入 21 世纪后，相

关研究围绕校办工业企业、校办农业、校办第

三产业战略转型等主题展开。有学者认为，勤工

俭学应与学校后勤服务相结合，农村中小学勤

工俭学要与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建设相结合[８]。

另外，学界普遍认为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在

实施中始终遭遇劳动教育功能受阻的困境，存

在将劳动教育窄化为“思想改造”、异化为“纯

商业活动”的现象[９]。

已有研究存有两点不足：一是对农村中小

学勤工俭学的定位模糊，关于勤工俭学是“劳

动教育”还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下位

概念存在分歧，致使实践中出现育人功能与经

济功能的冲突；二是对城乡学校勤工俭学活动

式微的趋势、存在的价值及战略转型做出“同

质化”判断，否定新时代农村中小学继续开展

勤工俭学的价值。事实上，中西部地区部分农

村中小学特别是寄宿制学校，仍然延续着勤工

俭学传统，勤工俭学的劳动教育价值依旧存在。

由此，本文拟以勤工俭学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

要途径为逻辑起点，在回顾农村中小学勤工俭

学劳动教育价值实现的政策路径基础上，分析

新时代勤工俭学赋能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实践基础，并提出勤工俭学接续农村中小学劳

动教育的实施策略。

二、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实现劳动教育价

值的政策路径

集体式勤工俭学作为农村中小学实施劳

动教育的重要途径，其劳动教育价值主要体现

在培养劳动观念、基本劳动技能及劳动习惯等

方面。长期以来，我国鼓励和支持农村中小学

兴建校办农场，接纳中小学生参加劳动，劳动

教育是各个历史时期勤工俭学政策的重要主

题。受经济、政治、文化及教育自身等因素影

响，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政策呈现出较为明显

的阶段性特征。

（一）“学农式”勤工俭学强化劳动观念与思

想教育（1949—1978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相当一部分农

村学生及家庭曾将“升学”作为读书目标，轻视

体力劳动的观念一度根深蒂固。因此，开展以

勤工俭学为抓手的劳动教育，旨在使学生通过

体验农业生产树立热爱劳动及热爱农村和农

民的正确观念。这一阶段的勤工俭学并不看重

农业生产带来的经济收益。

“一五”期间（1953—1957 年），我国农业合

作化需要大量劳动力，但有相当一部分农村高

小毕业生和初中生不愿参加农业生产劳动。为

解决这一问题，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团中央发

布了有关指示，要求各地学校加强对学生的劳

动教育。由此，一些有校地的农村学校在假期组

织学生参加农业合作社的集体劳动，并将劳动

中自然产生的经济收入用于补助办学经费，形

成了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的初级模式 [５]37-38。

“大跃进”时期，全国掀起了以生产劳动为主要

特征的勤工俭学高潮。1958 年 1月20 日，《人民

日报》推广了贵州省仁怀县群力农场业余初

中、河南省长葛县第三初中开展勤工俭学活动

的经验，肯定了勤工俭学在培养学生劳动观

念、劳动习惯、生产和生活能力等方面的教育

价值。共青团中央于 1月 27 日发布了《关于在

学生中提倡勤工俭学的决定》，强调勤工俭学在

培养学生的体力劳动能力、生产技能、劳动习

惯、热爱劳动人民的情感等方面具有的重要作

用[10]792-794。教育部随即于 2 月 4 日印发《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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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支持团中央“关于在学生中提倡勤工俭

学的决定”的通知》，并在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

会议上充分肯定了勤工俭学在思想政治和劳

动教育方面的重要价值[11]467。

1959—1961年，全国各级各类学校的农业生

产劳动基地已经全部面向本校师生服务，而一

些全日制学校所属的勤工俭学性质的工厂则

基本关闭。1964 年，刘少奇提出实行“半工（农）

半读”学校制度，将教育与生产劳动高度结合

起来，这是一种典型的勤工俭学[５]45。其中，“半

农半读”学校主要以农业技术学校、农业中学

和职业学校的形式存在。1964 年 9 月 10 日，教

育部批转《河北省教育厅关于农村小学教育问

题的报告》时强调：“为了加强劳动教育，养成

劳动习惯，并且从多方面减轻学生经济负担，

积极开展勤工俭学，主要是结合当地农副业生

产，组织儿童进行力所能及的打草、积肥、拾柴、

刨药材、编草帽辫等活动。”[10]1312“文化大革命”

期间，学生在“开门办学”思想的指导下走出校

门，将社会当作勤工俭学场所，实行“以劳代

教”。但部分学校的勤工俭学活动因过于注重

“思想改造”的政治需要而流于形式，还有的学

校简单地砍掉了校办农场，导致忽视体力劳动

和劳动教育的情况再次出现[12]333。

（二）“为农式”勤工俭学兼顾劳动观念与技

能教育（1979—1988 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济建设成为

国家工作的重心，人们对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的理解上升至教育与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

由此，农村中小学的勤工俭学活动在继续强化

劳动观念教育的同时，开始注重将劳动知识与

劳动技能学习整合到真实的农业生产活动之

中，使学生在生产劳动中接受教育，并为农村

经济建设服务。这一阶段的勤工俭学注重劳

动技能训练及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1979 年 7 月，吉林省呈送国务院的《关于

开展勤工俭学情况的报告》提出，勤工俭学能

把教育、教学同生产劳动结合起来，增强广大

师生与劳动人民的思想感情，培养学生热爱劳

动、艰苦奋斗的习惯和风尚，并能使学生掌握

一定的劳动生产技能。1980 年 7 月，国务院认

可并批转了这个报告，鼓励各地学校建立校办

工厂、农场或实验园地，进行劳动实践，开展勤

工俭学活动[11]470。1982 年 8 月，国家计委、国家

经委、教育部、财政部联合召开了第一次全国

勤工俭学工作会议，进一步强调勤工俭学对于

加强中小学生劳动观念和劳动技能教育的重

要意义。此次会议成为我国农村中小学勤工俭

学进入新阶段的里程碑[５]57。1982 年 10 月 19

日，教育部印发的《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

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要求，“学校要坚持自力

更生的精神，积极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努力办

好校办工厂（车间、劳动教室）、农场（实验园

地），作为学生劳动的基地”[13]2045-2047，这就赋予

了勤工俭学“提供劳动教育场所”的功能。1983

年 2月 20日出台的《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

工作条例》则具体规定了勤工俭学的主要任

务，首次以立法方式明确赋予了勤工俭学以劳

动观念、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教育的功能[14]。

1983年 11月，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情

况汇报交流会在山东省青岛市召开。会后，教

育部印发的《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情况汇

报交流会议纪要》强调，加强对学生劳动观点

的教育和劳动技能的训练，通过勤工俭学活动

实现育人的目的[15]209-210。1984 年 8 月，教育部

在吉林省召开了全国农村学校勤工俭学专题

经验交流会，充分肯定了“农村学校把勤工俭

学和劳动教育、开发智力和职业技术教育结合

起来”的基本经验[15]211。1986 年，国家教委在

全国职工教育工作大会上强调了农村中小学

勤工俭学与职业技术教育相结合的重要性，特

别指出勤工俭学在思想品德教育、生产技能学

习及先进技术推广方面的作用[16]57-58。1988 年

11月，国家教委、国家计委、国家经委、财政部、

劳动人事部联合召开了全国第二次勤工俭学

大会。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在会上强调，勤

工俭学不是权宜之计，不是缺钱用了才去搞。普

通中小学要使勤工俭学成为加强劳动教育和

技术教育的重要途径[５]63-64。上述指示和要求表

明当时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偏重劳动教育的

价值取向。

（三）“创收式”勤工俭学挤压学生劳动体验

空间（1989—2004 年）

自 20 世纪 90 年代起，在探索建立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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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背景下，我国普及九年义务

教育的工作全面铺开。产业化经营理念与农村

地区“普九”工作存在的经费缺口，促成了以经

济效益为中心的“创收式”勤工俭学。由此，校

办农场和第三产业网点开始蓬勃发展，纯商业

性创收活动日渐频繁，接纳学生感受劳动体验

的农业生产活动空间受到挤压，勤工俭学的经

济价值逐渐凸显，劳动教育价值则有所窄化。

1989 年 1 月 15 日，国务院批转国家教委、

财政部、人事部、国家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关于

进一步发展中小学勤工俭学若干问题的意见》

提出，中小学勤工俭学可以由学校抽调少数人

员，兴办以专业人员劳动为主并按市场需求经

营的校办企业[17]，首次肯定了中小学勤工俭学

可以脱离学校和学生开展纯商业性经营活动。

在中央将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的背

景下，迫于财政压力，地方政府扶植中小学勤

工俭学的目标逐渐趋向经济利益，以组织学生

参加劳动体验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相对减少，

各地对学生参加劳动的要求有所放松。1992 年

7 月 23 日，国务院颁布的《全民所有制工业企

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要求“改变过去校企不

分的状况”，校办产业就此逐步与学校分离，农

村学校的校办农场也开始淡化接纳学生参加

劳动的义务，学生直接参加劳动接受教育的空

间受到挤压[18]333-335。当然，即便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的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仍继续坚守

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并将劳动观点教育、劳

动技能教育和服务农村经济发展结合起来。

1999 年 7 月 19 日，教育部出台的《关于贯

彻落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 进一步加快中

初等学校校办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强调，校办

农业要逐步实现产业化经营。校办农（林、渔、

牧）场是农村学校发展校办产业的重要形式和

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载体[19]，这一政策旨在进

一步整合农业产业化经营与对学生进行劳动

观念和劳动技能教育。正是在实施素质教育的

要求下，各地积极整合农村中小学的劳动实践

和勤工俭学场所，使素质教育、劳动教育、勤工

俭学、综合实践呈现四位一体推进态势。由此，

在 20 世纪末至 21 世纪初，劳动教育被列为农

村中小学学生综合实践活动的内容之一，而勤

工俭学的主要功能则在产业化经营的影响下

转变为提供包含劳动教育在内的综合实践平

台，但其劳动教育价值实际上已窄化为仅给予

学生参观劳动的空间。

（四）“服务式”勤工俭学融合劳动创收与育

人价值（自 2005 年至今）

就勤工俭学的性质而言，其通过创收所体

现的经济功能具有间接育人的价值[20]。而在进

入 21 世纪以后，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开

始实现从“以创收为重点的发展模式”向“以育

人为根本目的的发展模式”的战略转变[８]。公

益性勤工俭学与农村寄宿制学校后勤保障相

结合，与农村学生的营养改善相结合，在服务

师生“生活自给”、解决贫困家庭学生生活困难

方面实现创收与育人价值的融合。

2005 年 5 月 26 日，教育部在云南省楚雄

彝族自治州南华县召开“中西部地区农村中小

学勤工俭学现场会”，交流勤工俭学在解决农

村贫困家庭学生的学习、生活困难方面的经验。

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认为，农村学校要大力开

展勤工俭学，养猪种菜，办好食堂，降低寄宿制

办学成本，均衡营养，解决好生活困难问题。广

大农村地区、贫困地区的中小学在开展勤工俭学

时，还要着眼于凝聚学生的奋斗精神，培养学

生的实践能力、劳动技能和实用科技，明确在

公益性创收基础上实现勤工俭学劳动育人价

值的方向[21]。2006 年 6月 24日，第二次中西部

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现场会在贵阳召开，学习

贵阳市借助“小基地创业、小伙房建设、小厕所

改造”等勤工俭学活动，帮助贫困家庭学生解

决生活困难问题。时任教育部副部长陈小娅认

为，新时期中西部农村学校的勤工俭学主要是

帮助学生解决学习和生活困难问题，其立足点

和出发点是服务教育，纯粹以创收为目的的大

规模办产业式勤工俭学不具备公益性，强调了

农村学校勤工俭学从营利性向公益性转型的重

要性[22]。

2006 年 9 月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

教育法》第 42 条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

入财政保障范围，由此开启了义务教育时代，勤

工俭学弥补农村教育经费不足的经济功能进

一步弱化。以公益性创收为基础，农村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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勤工俭学的间接育人价值主要体现在服务寄

宿生生活、助力学生营养改善等个性化需求方

面；直接育人价值仍表现在为农村学生提供直

接参与劳动的机会方面。2012 年 6 月 14 日，教

育部出台的《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

实施细则》提出，从生产技术上指导和支持学

校开展农产品种植、养殖等生产实践活动。有条

件的学校可适度开展勤工俭学，补充食品原料

供应[23]。这一政策充分体现了勤工俭学的公益

性创收与劳动育人价值相融合的政策旨归。

三、新时代勤工俭学赋能农村中小学劳动

教育的实践基础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

新时代，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摆脱了经济效益

目标的束缚，从而为其全面回归劳动教育育人

价值创造了有利条件。基于“真劳动”的勤工俭

学虽可带来经济收益，但学校并不以营利为目

的，这种勤工俭学属于公益性劳动。公益性视

域下的勤工俭学具备与各类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相结合的天然优势，构建勤工俭学式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具备实践条件。历史形成的勤工俭

学劳动实践场所、以种植养殖为主的劳动内容、

客观存在的经济收益、服务农村寄宿制学校生

活自给的实践等，依然是新时代勤工俭学赋能

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的实践基础。

（一）场所赋能：学农实践基地延续至今且

拓展空间广阔

新时代的劳动教育强调学生的劳动实践

体验，鼓励各级政府为学校提供劳动教育实践

基地。就农村中小学而言，学农实践基地仍被视

为劳动教育的最佳载体。2015 年 7 月 20 日，教

育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少工委出台的《关于加

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明确提出：“农村地

区要积极争取当地政府和有关部门支持，安排

相应的土地、山林、草场或水面作为学农实践

的基地。”[24]2019 年 6 月 23 日，中共中央、国务

院出台的《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

务教育质量的意见》也强调：“创建一批劳动教

育实验区，农村地区要安排相应田地、山林、草

场等作为学农实践基地。”[25]2020 年 3 月 20

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意见》进一步强

调：“大力拓展实践场所，满足各级各类学校多

样化劳动实践需求……农村地区可安排相应

土地、山林、草场等作为学农实践基地……作

为学生参加生产劳动、服务性劳动的实践场

所。”[１]由此可见，一系列有关农村劳动教育的

顶层设计都将“学农实践基地”作为重要抓手。

前已述及，学农实践基地也是农村中小学勤工

俭学的重要平台。因此，延续并拓展学农实践

基地，为勤工俭学赋能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找

到了结合点。

第一，历史形成的学农实践基地为新时代

开展劳动教育实践奠定了坚实基础。自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勤工俭学活动创建了

大批学农实践基地（校办农场），其间几经变迁，

目前以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形式存续，如 1981 年

至 2008 年，我国农村中小学创建了大批的学

农基地。据 1981 年 28 省的数据统计，全国农

村中小学校办农（林）场土地面积为 360 万亩。

1983 年，全国校办农林场土地面积增至720

万亩，有学农基地的学校数占农村学校总数的

34.25%[５]60。截至 1998 年，86.4%的农村中小学

拥有学农实践基地，达到历史最高峰[26]374-376。此

后，校办农业开始追求规模与质量，学农实践

基地数量逐渐减少，在各级政府的支持下以素

质教育实践基地、综合实践基地、劳动教育实

践场所等形式延续。而在勤工俭学普遍式微的

情况下，2008 年农村学校学农实践基地的比例

仍保持在 43.7%（详见图 1）。

第二，中西部地区的农村中小学坚持融合

发展理念，将勤工俭学基地与劳动教育实践基

地整合为新的劳动教育平台。2012 年 12 月 24

日，湖南省教育厅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新时期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工作的指导

图 1 农村中小学学校数、农业基地数变化趋势（1983—2008 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教育年鉴》《中国农村年鉴》数据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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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提出，依托综合实践基地、中小学素质教

育基地、劳动实践场所开展勤工俭学活动[27]。

云南省也将勤工俭学的工作重心从注重经济

效益转向育人功能，2012 年出台的《云南省人

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

善计划的实施意见》规定：“各级政府要努力为

长期保留的中小学解决好勤工俭学的基地，确

保每所小学不少于 5 亩地，中学不少于 10亩

地。”[28]此后，2015 年出台的《云南省中小学勤

工俭学工作管理办法》、2017 年出台的《云南省

教育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勤工俭学管理工作的

意见》等文件，都强调了农村勤工俭学基地建

设的问题。2021年 3 月 22 日，云南省教育厅发

布的《关于用好勤工俭学基地开展新时代劳动

教育的通知》提出，坚持因地制宜的原则建设

和发展学校勤工俭学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每个

州市要在保持原有勤工俭学基地数量的基础

上，每年新建、改扩建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实

践示范基地不少于 3 个，并作为劳动教育基地

接纳学生开展劳动实践活动[29]。有关“勤工俭学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的提法，充分体现了勤工

俭学基地与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一脉相承的发

展路向。

第三，勤工俭学式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具有

广阔的拓展空间。一方面，农村中小学可以租

赁农民的撂荒土地开展勤工俭学活动，利用经

济收益保证租费及劳动耗材支出实现自给，将

勤工俭学基地拓展为劳动教育实践基地。2021

年 1 月 20 日印发的《农业农村部关于统筹利

用撂荒地促进农业生产发展的指导意见》便提

出：“对长期外出务工、家中无劳动力的农户，要

引导流转土地经营权……对撂荒连续两年以

上的，承包方在合理期限内不解除土地经营权

流转合同的，发包方有权要求终止土地经营权

流转合同。”[30]由此可见，学校有偿利用周边撂

荒土地建设勤工俭学基地作为劳动教育载体

具有政策依据。在乡村振兴战略下，盘活农村

中小学周边撂荒土地既可为学校提供充足的

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土地，又可助力破解乡村人

口空心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问题，还可借此传

承农耕文化，实现乡村振兴、劳动教育与农耕

文化传承三位一体发展。另外，农村中小学可

利用学校撤并后产生的溢出土地建立勤工俭

学式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近年来，各地农村在

布局调整中因撤并、停办中小学而产生了大量

闲置的校园土地、建筑物及附属设施等。其

中，闲置校舍属农村教学点和村级小学的居多，

并且近一半处于闲置或废弃状态，可以实现再

利用。尽管闲置校园土地存有产权争议，但闲

置校舍再利用还是应当把“延续公共教育服

务功能”作为第一优先原则，可利用其建立工

业生产、农业生产、财经贸易、商业服务等各行

业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或建立农村中小学勤

工俭学及实践基地等[31]。2015 年 7 月发布的

《关于加强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提出了利

用农村学校撤点并校后的闲置校舍建立劳动

教育实践基地的政策思路[24]。

（二）内容赋能：“种、养、加”更易实现劳动

教育价值

生产劳动是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的主要

内容之一。与之相应，农业生产劳动和传统手

工制作被列为义务教育阶段劳动课程内容的

重要组成部分。遵循教育贴近生活、依托学生

生活经验的原则，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也

应包括农业生产劳动与以传统手工制作为代

表的加工劳动，体现以种植、养殖、加工（简称

“种、养、加”）为主旨的劳动教育思路。因此，农

村中小学传统的勤工俭学模式同样应以“种、

养、加”为主要内容。此类劳动密集型生产活动

契合新时代农村学校劳动教育课程内容，为劳

动教育目标的实现提供了便利。

第一，以“种、养、加”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

能广泛接纳学生参与体力劳动。种植活动涉及

农具使用、播种、育苗、移栽、锄草、施肥、防治

病虫、采摘等传统内容，需要学生集体参与才

能完成。即便以大棚蔬菜种植为主的现代农

业，大棚搭建、日常管理和采摘仍需大量手工

劳动参与完成。养殖业分为农区养殖业和牧区

养殖业两种类型。农村中小学的勤工俭学大都

以食堂肉类自给自足为目标，主要从事农区养

殖业，以饲养猪、羊、鸡、鸭、鹅等家畜家禽为

主，这些劳动更加需要学生以手工劳动形式参

与。在以往的实践中，农村中小学多委托有经

验的农民负责技术指导及承担重体力劳动，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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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由农民和学校分成，学生则以参观和亲身参

与辅助性工作相结合的方式接受劳动教育。随

着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的实施，以

及乡镇寄宿制学校数量的快速增加，学校食堂

的蔬菜、肉食、蛋奶等需求日趋旺盛，组织学生

开展勤工俭学实现自给自足便成为大势所趋。

加工则主要以能创造经济价值的传统手工制作

项目为主，如编织、非遗传承（刺绣）等。

第二，以“种、养、加”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

能为开展农村中小学劳动知识教育提供新思

路。根据《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

的要求，新时代的农村中小学劳动知识教育可

拓展至农耕文化传承，从而引导学生体会劳动

人民的艰辛与智慧，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

年来，在考试的压力下，部分农村中小学的劳

动教育课逐步收缩至教室、书本，压缩进综合

实践活动，校园的公益劳动也逐渐由专人负责，

农村学生缺乏更多参与农耕体验的活动平台。

而以种植、养殖和加工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蕴

含丰富的农耕文化，能够在学生亲身参与劳动

的过程中实现农耕智慧的渗透，提高劳动知识

教育的有效性。此外，学生在把握种养业培育

的农作物及家畜家禽生长周期的同时，也接受

着时间周期对自身的规范与约束，有助于养成

守时而作的劳动习惯。由此可见，农耕文化传

承是培养学生具备“三农”情感和文化自信的

重要途径，新时代勤工俭学实现农耕文化传承

的功能具有可行性。

第三，以“种、养、加”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

依然可为劳动技术教育所用。科学种田与发展

现代化农业是学农实践活动和劳动技术教育

的目标，农村学校勤工俭学基地具备引导校园

周围的农民学习农业科技知识、推广农村实用

技术的条件。将校办农业基地建设成农业和农

村经济工作服务的中心，也一直是相关政策努

力实现的目标之一。此外，课程化的勤工俭学

活动能为劳动技术教育提供系统的实践教学。

为避免课堂讲授式劳动技术教育的单调枯燥，

劳动技术课可依托勤工俭学基地开展。一方

面，劳动技术教育及综合实践活动要以勤工俭

学基地为依托开展教育教学，突出实践特色和

地方特色，而勤工俭学活动也要以课程教学为

引领，加强理论指导和教学研究，实现两者相

互依托、相互补充、相互促进[27]；另一方面，把

“种、养、加”为主要内容的勤工俭学作为劳动

教育的主要途径，有助于农业生产、农业科技

和劳动教育的紧密结合，从而使劳动教育的价

值超越学生和校园的范畴，直接服务于农村经

济建设，为振兴乡村产业及教育事业创造有利

条件。

（三）经费赋能：勤工俭学收益补充劳动教

育自运行经费

农村中小学开设劳动教育课程需要师资、

资金、设施设备等条件作为支撑，特别是开展

校外劳动实践活动所需的运行经费更高。由于

现行“劳动教育经费在公用经费列支”的规定

并不能完全保障新增劳动教育课程经费，使劳

动教育的发展速度有所迟缓。而勤工俭学活动

兼具创收与育人双重功能，可为劳动教育所需

经费提供保障，支持劳动教育自运行的实现。

第一，农村中小学开展校外劳动实践所需

的场所、设备、易耗品、专职人员等成本相对高

昂，其相应运行经费缺乏有力的财政支持。一

方面，标准化的劳动教育场所及其设施设备具

有高成本特征。就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而

言，目前撤点并校溢出的校园土地存在所有权

争议，加上农民土地承包第三轮确权完成，无

偿划拨土地作为学校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已缺

乏政策基础。因此，当农村学校必须通过租赁、

利益分成等方式获得建立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的土地时，由此必然产生租金。同时，以种植、

养殖为主的农业生产劳动所需工具、种子、化肥、

农药、圈舍、饲料等设施设备及易耗品也需要

大量资金。更为重要的是，聘任校外生产劳动

专兼职指导教师同样需要高额经费，如新增专

职劳动教育课教师及其专职培训，聘请能工巧

匠、专业技术人员担任兼职教师，以及购买劳

动教育相关保险等均要计入劳动教育人力成

本之中。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学校外劳动教育

实践运行经费缺少财政支持。有关劳动教育经

费的来源，中共中央、国务院于 2020 年 3 月出

台的《意见》提出了三条具体意见：一是中央财

政资助与地方自筹相结合；二是从现有学校

公用经费中支出；三是以政府购买服务方式

089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二○

二
二
年
第
三
期

图 2 农村中小学与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净收益变化趋势对比

（1979—2008）

注：由于缺乏1993—2002 年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净收益的数据，

仅用虚线描述其基本变化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教育年鉴（1979—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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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劳动教育服务[１]。对学校而言，劳动教育

课程并不属于升学考试科目，难以动用公用经

费开展校外劳动实践。而政府购买服务则受制

于基层财政水平，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劳动教育

也只能作为辅助手段。显然，校外劳动实践教

育运行经费的获取，仍需依靠增强学校自身的

“造血功能”。

第二，勤工俭学可为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

提供较为稳定的经费来源。历史经验表明，农

村中小学勤工俭学的经济效益虽不如城市中

小学，但以种植、养殖和手工劳动为主的农村

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的收益受市场影响相对

较小，较为稳定。统计数据显示，1979—1992 年我

国城乡学校勤工俭学基地净收益从 3.9 亿元增

加到 63.3 亿元，增幅达 16.3 倍，极差达 59.4

亿元。其中，农业基地净收益由 0.73 亿元增加

到 6.3 亿元，增幅仅为 8.6 倍，极差仅为5.6 亿

元。20 世纪 90 年代，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净收

益增长迅速，但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收益依然

增长缓慢。进入 21 世纪，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

的总体收益快速衰退，而其中农村学校的收益

却继续保持缓慢增长态势（详见图 2）。据《中

国教育年鉴》显示，2006—2008 年农村中小学

勤工俭学净收益分别为 23.75 亿元、23.40 亿

元、21.48 亿元，其中直接用于劳动实践基地建

设的经费分别为 2.98 亿元、3.2 亿元和 2.65 亿

元，占比分别为 12.5%、13.7%和 12.3%。由此可

见，勤工俭学有力地支持了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的运行。进入新时代，为继续发挥勤工俭学提

供劳动教育经费的作用，农村中小学可以围绕

绿色环保食品设计劳动内容，充分利用学校周

边撂荒土地，种植蔬菜、水果、经济类作物及饲

养家禽家畜等。同时，农村中小学还可将综合

实践课、劳动课、勤工俭学中的手工劳动整合

起来，量产以非遗文化、农耕文化等为主题的

手工艺品。劳动密集型勤工俭学虽不具备高附

加值特征，但却可以充分吸收学生的劳动力并

将其“变现”。

第三，“服务式”勤工俭学可为农村中小学

劳动教育提供非货币性支持。一方面，以服务

后勤为主的勤工俭学活动，旨在解决农村中小

学特别是寄宿制学校的生活自给问题。目前，

农村非寄宿制学校的学生有“午餐”需求，而寄

宿制学校存在“一日三餐”的生活需求。因此，

学生生活成本成为新时代农村中小学办学成

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现有经费保障机制

将生活成本认定为特殊地区的个性化需求，各

级财政仅提供营养午餐计划、贫困寄宿生生活

补助等专项经费。“服务式”勤工俭学则可组织

学生开展自给自足的生产劳动，以此满足学校

食堂的蔬菜、肉类食品供应，产生非货币性实

物收益。另一方面，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需要

聘请兼职人员、租赁土地、购买劳动工具及耗

材等，这些要素为勤工俭学与劳动教育共有。勤

工俭学式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在满足学校后勤

蔬菜、肉食等自供应的基础上，可将劳动教育所

需人力、物力纳入勤工俭学的成本核算。由于

大多数农村学校并未以货币形式发放营养午

餐和贫困寄宿生生活补助，所以学校后勤可以

利用内部成本核算方式，将新增劳动教育兼职教

师工资、农民土地租赁费及劳动实践活动中的

耗材支出合理整合到勤工俭学经费之中，从而

在财政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保证校外劳动教育

实践基地自运行。

四、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与勤工俭学的耦

合路径

耦合原为物理学概念，指两个或两个以上

的体系或两种运动形式间通过相互作用而彼

此影响以致联合起来的现象[32]962。在社会科学领

域，耦合是指两个不同的社会现象的要素，在

一定条件下通过某种特定方式结合在一起，从

而表现出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关系[33]。依此而

论，农村学校劳动教育系统包含师生、教学场

090



沈
阳
师
范
大
学

学
报
教
育
科
学
版

第
一
卷

所、课程等要素，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系统也

包含师生、劳作场所、工作内容等要素。因此，

作为农村学校场域中两个相对独立又彼此联

系的系统，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与勤工俭学具

有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基础，两者之间存在

相互促进或制约的耦合关系。尤其是劳动教育

与勤工俭学在场所、内容、目标等方面存有的

相容性，为促进两者的良性耦合创造了条件，更

为勤工俭学赋能劳动教育提供了可能。

（一）场域耦合：整合学农基地与劳动教育

实践场所

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场所包括校内、校外

两部分，学农实践基地是校外场所的最佳选择。

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场所也可分为校内、校外

两类，校外劳动教育实践基地是劳动教育的主

要载体。因此，劳动教育与勤工俭学要实现耦

合发展，需要整合学农实践基地与劳动教育实

践场所，关键就在于赋予劳动实践活动以勤工

俭学的功能，其目标是建立勤工俭学式劳动教

育实践基地。

纵观历史，两者整合具备政策及实践基础。

长期以来，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基地主要是校

办农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今，校办农场

曾以学农基地、农业基地等形式存在，土地大

多来源于政府划拨。至 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

中小学校办农场规模发展到顶峰，进入 21 世

纪后，又随着农村中小学数量的减少而减少。

2003 年 9 月 8 日，教育部、农业部、国土资源部

联合出台的《关于加强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

建设的意见》提出：“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

要采取优惠政策扶持农村学校劳动实践场所

建设。”[34]对于具体支持措施，该文件提出了三

条对策，其中首要一条就是“多渠道地解决好

农村学校勤工俭学场所建设问题”，其他两条则

涉及闲置校舍与土地、各类农业示范场所及科

技推广基地等，这些场所都是作为勤工俭学劳

动教育基地的理想之地。由此可见，建设勤工

俭学场所是建设劳动实践场所的主要措施，而

允许产生收益的劳动实践场所即为勤工俭学

场所，就此体现出整合劳动教育实践基地与勤

工俭学基地的政策意图。

此外，真实的劳动必须具备出力出汗与经

济收益等特征，因而勤工俭学作为农村中小学

劳动教育的形式仍具有时代意义。农村中小学

应建立更多的勤工俭学式劳动教育实践基地，

为学生提供更多校外劳动的机会，并将劳动教

育与农村土地撂荒、村民增收、城乡劳动教育

资源共享等结合起来，如农村中小学校外劳动

实践可以将勤工俭学、劳动教育和乡村振兴相

结合，开发学校周边的农村闲置土地及农户资

源，创建农村“大营地”。此类“大营地”依托政

府支持，以学校为经营主体，以学生劳动体验

为主业，以村民为兼职劳动教师，以种植、养殖、

手工技艺为载体开展活动。具备条件的农村学

校可以领头打造劳动教育实践体验活动精品

村，在辖区内培育一批“接待规范、教育有效”

的劳动教育实践活动示范户，还可面向全国打

造“劳动教育”主题的“研学旅”基地，基于勤工

俭学理念实现增值服务，确保基地正常运转。“研

学旅”基地可实行“农户 +”模式，组织本校学生

或城市学生进农村、入农户、下农田，与农户同

吃住、同劳动，体验农事活动，感受民俗民风，

让农民成为学生的“劳动课教师”，让城乡学生

在共同劳动中实现交流。

（二）内容耦合：统筹勤工俭学内容与劳动

教育课程

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活动以“种、养、加”为

主。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课程则围绕日常生活

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构建，生产劳动

是课程主体。其中，又以农业生产和传统手工制

作最贴近学生生活，种植、养殖、手工技艺是课

程设置的主要载体。因此，两者在种植、养殖、

加工等方面存在耦合基础，统筹勤工俭学活动

与劳动教育课程之间的内容，可有效解决学生

参加劳动的动力机制问题。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 20 世纪 80 年代

末，我国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以小型种植、养殖、

手工劳动和学校自我服务劳动为主，这些内容

具有劳动密集型特征，能广泛吸纳学生参与劳

动体验，接受劳动教育。20 世纪 90 年代，农村

学校校办农场开始追求产业化经营，第三产

业网点急剧增加。进入 21 世纪，教育部叫停大

规模办厂式勤工俭学，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回

归“种、养、加”模式。而新时代的农村中小学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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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教育内容主要包括个人日常生活劳动、农业

生产劳动和公益性服务性劳动三方面。一般而

言，小学低年级阶段以生活起居自理为主，高年

级阶段可适当开展校园劳动和家庭劳动；初中

阶段可以体力劳动体验为主，参加生产劳动。两

相比较，勤工俭学的内容更为宽泛，动力机制

来源于经济收益；劳动教育的内容相对较窄，激

励措施主要依赖思想动员。因此，统筹两者的

目的就是采取勤工俭学形式完成劳动教育内

容，将经济收益纳入校内外劳动效果评价体系。

勤工俭学式劳动教育实践活动内容可通

过“农耕课堂”“农户课堂”“手艺课堂”“环保卫

士”等方式呈现。立足新时代中小学劳动教育的

内容、特点与要求，借助前已述及的“大营地”

实践基地，以农耕文化传承为中心，以劳动体验

为主要方式，结合乡风文明、非遗传承、乡村文

化等要素设置课程，引导学生在动手动脑中获

得劳动体验及集体经济收益。其中，“农耕课堂”

以带领学生体验种植、养殖等农业劳动为主，让

学生在参与真实劳动的过程中感受季节变化、

了解农作物生产周期。除有专职劳动课教师传

授农耕知识、观察自然作物外，“农耕课堂”也可

聘请村民作为兼职教师指导农作物种植，带领

学生熟悉农具用法，体验真实劳动。此外，村民

还可承担起田间农作物的平时看护工作。“农户

课堂”则以乡村特色的家务劳动及烹饪体验为

主，组织城乡学生走进农户家中，开展劈柴、生

火、备菜、土灶烹饪等家政劳动体验。与此同时，

“农户课堂”还有助于引导学生文明用餐，学

习餐桌礼仪[35]。此项内容可使城市学生集体参

与农耕体验，实现城乡劳动教育资源共享。“手

艺课堂”由农村手艺人演示指导，学生参与制

作，学生重点学习特色手工艺技巧、非遗传统

技艺与乡村传统美食制作。学生分组合作完成

的产品由学校统销以实现经济收益，使学生感

受劳动的价值所在。“环保卫士”课程的内容是

学校组织学生在往返学校途中捡拾垃圾，并将

垃圾“变现”奖励学生，从而将教育性与经济性

有机结合。

（三）目标耦合：统合勤工俭学与劳动教育

价值取向

勤工俭学虽具备创收、教育和服务三大功

能，但创收很容易成为其主要的价值取向。劳

动教育依托能够带来收益的真实劳动，却更倾

向于实现其综合育人价值。新时代农村义务教

育的共性化经费相对充足，补充教育经费已不

是勤工俭学的主要目标，其创收功能更多针对

贫困生资助、营养午餐、寄宿生伙食改善等个

性化需求。而以教育为目的的真实劳动必然会

盈利，产生外溢经济效益，不以营利为目的的

劳动则会转化成公益性活动。因此，勤工俭学

与劳动教育都以实现“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

合”方针为价值取向，便可实现耦合发展。

分析勤工俭学与劳动教育的实践路径可

以发现，统合两者的目标具备政策基础。1983

年出台的《全国中小学勤工俭学暂行工作条

例》为勤工俭学设计了三项目标：一是通过劳

动实践实施思想政治教育，提升学生的道德品

质；二是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并使

学生学到一定的生产知识和劳动技能；三是创

造物质财富，为改善办学条件和师生福利提供

一定条件[14]。其中，学生的道德品质包含了热

爱劳动、热爱劳动人民、艰苦奋斗等涉及劳动

观念的内容。此后提出的勤工俭学服务素质教

育、服务寄宿制学校生活自给自足、服务营养

午餐等目标，均未超出以上三条规定。进入新

时代，农村中小学劳动教育目标集中体现在培

养学生的劳动精神面貌、劳动价值取向和劳动

技能水平。由此可见，当劳动实践活动回归“创

造物质财富”的本真，勤工俭学与劳动教育目

标便可实现“无缝对接”。因为劳动教育的关键

在于“借助真实劳动实践达成教育之目的”，而

真实劳动必然创造财富，财富收获是维系劳动

实践持续开展的内生动力，“表演式”劳动无法

实现有效教育，所以统合农村中小学勤工俭学

与劳动教育的目标，就要将劳动实践的经济功

能与教育功能有机结合。

勤工俭学的非营利性是确保劳动教育方

向的关键，而为农村中小学个性化需求及劳动

教育自运行经费提供服务，可以确保勤工俭学

的非营利性。一方面，勤工俭学式劳动教育过程

中产生的经济收益必须用于保障其自身运行。

校内公益劳动可以节约成本，间接产生经济效

益。目前，中西部绝大部分的农村中小学均实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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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午餐计划，学校可安排学生参与食堂择菜、

洗菜等力所能及的辅助性劳动，从而减少食堂外

聘人员。此外，近年来农村地区乱丢生活垃圾的

现象严重，借助学生力量回收可再生垃圾既是

劳动教育的内容，又可从中获得一定经济收益，

坚持“取之于生，用之于生”的原则便可确保此

项活动持续开展。而为自筹劳动教育运行经

费，农村学校还可组织学生开展诸如刺绣等具

有地方特色的手工艺品加工，由此，既可传承

民族民间文化，又可训练学生的动手能力。另一

方面，勤工俭学式劳动教育还可直接为农村寄

宿制学校“菜篮子工程”提供服务。寄宿制学校

生活服务属于个性化需求，公共财政短时期内

难以全面覆盖，学校可建立以种植、养殖为主业

的劳动教育实践基地，利用学生力量实现自给

自足。有条件的学校也可建立规模型基地，为城

市学生体验农耕文化提供服务。总之，学校在

设计劳动教育目标时应具备勤工俭学意识，选

择性地开展能够创造物质财富的有效劳动，确

保勤工俭学式劳动教育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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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nsideration on Value of Labor Education for Work-Study Program in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Dong Shihua

（College of Education, Tongren University, Tongren Guizhou 554300）

Abstract：School-organized Work-study program used to be an important way of labor education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rural China. Its development proces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stages: Learning spiri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ve labor; Types of labor involved i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For the purpose of obtaining eco-

nomic gain; Provide food materials for rural school canteens. In the new era, work-study program still has the

practical basis of enabling 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 labor education, such as“workplace of labor prac-

tice mainly based on agricultural practice base”;The traditional labor-intensive labor content mainly involves

planting, breeding and processing; The endogenous motive force of labor education self-maintenance with the

help of revenue function. Based on the coupling theory, it is necessary to integrate work-study program and labor

education practice places, coordinate the curriculum content of work-study program and labor education, and u-

n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work-study program and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rural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work-study program; labor education; coupling paths

【责任编辑：刘振宇 责任校对：赵 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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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SWOT分析及其服务体系建构

张 鹤 1，2，徐小琳 2

（1.陕西省社会科学院 教育研究所，陕西 西安 710065；2.宝鸡文理学院 教育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摘 要：构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是激发师范生创新创业潜质，破解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

难题，推动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要路径。基于 SWOT模型对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

进行分析，梳理总结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等条件，进而提出构建系统科学

的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具体包括：精准化服务设计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础性服务；多元

化实践平台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关键性服务；协同育人发展机制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重点性服务；生态

化保障机制是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性服务。

关键词：师范生；SWOT分析；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

中图分类号：G657.38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2097-0692（2022）03-0095-09

2021 年 3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时

强调：“‘十四五’时期我们国家再往前走，必须

靠创新。随大流老跟着人家是不行的。抓创新

不问‘出身’，只要能为国家作出贡献，国家就

会全力支持。”[１]这番话不仅强调了创新对国

家未来发展的极端重要性，而且充满了对创新、

人才、知识的辩证思维和远见卓识[２]。高校是

培养自主创新人才的聚集地，高校学生是创新

创业的主要生力军。自 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

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以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上升

到国家战略层面，各级各部门高度重视创新创

业教育的研究与发展。众多学者对高校创新创

业教育的内涵特征、目标课程、模式体制等已

有较深入的探究，但以师范生为视角的研究甚

少。本文以师范生为研究对象，探索师范生创

新创业教育的发展现状，并提出构建师范生创

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的具体意见和建议。

一、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与价值

（一）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内涵界定

本研究中的师范生是指高等院校在读的

大一到大四，接受师范教育，学习科学文化知识，

为未来成为教师做准备的学生[３]。创新创业教

育的根本属性是教育，是以“学生为本”的素质

教育，不仅是培养高层次创新型人才和产出高

质量创新成果的目标教育，更是培养师范生创

新素养与能力、激发创业潜能的过程教育。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要结合师范生的专

业特色，充分发挥学生的主体性，激发学生的

创新思维和潜能。其主要内涵是实现教师教育

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将创新创业教育

融入师范生人才培养的全过程，以培养出新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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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需要的高素质专业化创新型教育工作者。其

价值取向是以树立先进的创新创业理念和转

变思维模式为核心，以推进素质教育为主线，

切实提高师范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

创业能力。

（二）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价值意蕴

首先，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是践行“创新

不问出身”的必然要求。抓好创新不问出身，就

要破除“讲出身”的壁垒，明确创新创业没有高

低贵贱之分，充分发挥创新主体的积极性。这

就要求高校以创新为着力点，尊重参与者的首

创精神，破除一切制约创新的思想和制度障

碍，让创新之人更有成就感、获得感，集聚各种

创新力量，形成最大的创新效益。人才是第一

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师范生也是创新创业

重要的人力资源，其可以发挥自身的专业特长，

以教育教学为切入点，激发自身的创新创业潜

能，进而发挥自身优势服务社会，提高创新创

业能力，为创新创业贡献智慧力量。

其次，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加快“新文

科”建设发展的关键因素。2020 年 11 月，教育

部新文科建设工作组主办的新文科建设工作

会议发布《新文科建设宣言》，该宣言明确了新

文科建设的共识，即新时代新使命要求文科教

育必须加快创新发展[４]。新文科建设应以创新

为导向，更关注创新性思维、批判性思维和发

散性思维。“新师范”首先应当呼应“新文科”的

时代召唤，自觉凸显“新文科”时代定位[５]。师

范专业作为新文科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更要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突破思维定式，培养

师范生的创新素养和创新能力。这将是推动师

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以及加快新文

科建设创新发展的重要路径。

最后，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是教师专业发

展的根本需要。师范生是培养新时代创新型人

才的优质人力资源，是基础教育优质教师队伍

的主要生力军，是推动新时代教育改革的一支

新锐大军。实践创新是师范生在社会参与方面需

要发展的核心素养，要在师范生学习的过程中

使其结合自身的实践经验、发展需求，创设知

识情境，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问题解决的能

力[６]。2018 年 1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发的

《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意

见》明确指出，到2035 年教师综合素质、专业

化水平和创新能力大幅提升，培养造就数以百

万计的骨干教师、数以十万计的卓越教师、数以

万计的教育家型教师[７]。随着信息时代的发

展，学生的知识面扩大、思维跳跃性强，需要教

师具备较强的教育机智和创新思维，灵活应对

学生的变化，满足学生多样化的需求。因此，开

展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促进师范生的教师专

业素质与创新创业能力的提升，是极为必要的。

二、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 SWOT分析

SWOT 分析又称“态势分析法”，其中 S 代

表的优势（Strength）和W代表的劣势（Weakness）

分别从自身内部的优势和劣势方面进行分析，O

代表的机会（Opportunity）和T代表的威胁（Threat）

分别从活动中外部环境提供的有利机遇和不

利因素进行分析。SWOT 分析是美国旧金山大

学管理学教授史提勒（Steiner）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的一种直观、实用、简单的分析方

法[８]。此后，SWOT分析被广泛应用到创新创业

教育领域。例如：赵剑锋借助 SWOT 分析方

法对“00 后”大学生群体的创新创业教育进行

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９]；刘凤娟运用 SWOT

分析方法，分析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面

临的机遇与挑战，以期促使我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站在系统、准确的全局视角上得到更科学、

更快速的推进与发展[10]。以上文章基于不同视

角对创新创业教育进行了综合研究。

下文将深入剖析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

优势、劣势，并构建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SWOT

矩阵分析框架（见表 1），以期为进一步开展创

新创业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一）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优势（S）

首先，师范生具备较高的教师职业素养和

表 1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 SWOT矩阵分析

优势（Strength） 劣势（Weakness）

具备教师职业素养和道德要求

系统的理论知识和科研方法训练

具备人文素养和人文思维

人际交往和社会感知力强

创新创业意识薄弱、理念模糊

课程设置和内容选择不合理

技术开发和创新实践能力弱

创新创业的心理和人格素质弱

内部

条件

实践课程纳入双创实践训练

创新创业优惠政策的支撑

教育产业市场前景好

人工智能时代呼唤创新思维

在线教育创业门槛持续增高

创业政策和竞赛缺乏针对性

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综合素质弱

创新创业真实需求识别不足

外部

条件

机遇（Opportunity） T威胁（Threat）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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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要求。教师教育的培养目标是将师范生培

养成未来的教育工作者，习近平总书记勉励广

大师生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

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师范生在开

展创新创业实践中，能够发挥灵活的教学机智

能力和榜样示范作用，将其职业素养和道德情

感融入创新创业活动中，将其坚定的教育教学

理想信念转型升华为创新创业的理想信念，在

团队合作中保持服务团队、无私奉献的仁爱之心。

其次，师范生接受了系统的理论知识学习

和科研方法训练。师范生在校期间能够系统地

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课程的理论知识，并接

受专业化的研究方法训练，具备较高的教育教

学素养和科研素养，从而为师范生奠定了创新

创业教育的理论基础，使其积累了丰富的科研

经验。例如：教育心理学中的学习迁移理论，能

够帮助学生更好地实现知识的迁移和学习；学

习认知策略与知识建构理论，能够帮助学生更

好地理解与应用新知识；学习动机的相关理论，

能够让学生端正创新创业教育动机，积极寻求

激发动机的培养方法；问题解决和创造性培养

理论，能够让学生掌握思维拓展的方法，学会

创造性学习；教育研究方法的相关理论，能够

帮助学生更好地完成资料的收集与整理。

再次，师范生的课程侧重培养人文素养和

人文思维。人文类、思政类课程侧重于人文素

养、思维方式等素养的培养，这些课程对学生

智力的发展、观察分析问题能力的养成、社会

责任意识的培育具有重要作用，这些素质正是

创新创业人才不可或缺的素质要求[11]。完备的

人文素养和人文思维能够帮助师范生在创新

创业项目中注重伦理性和科学性，使师范生具

备批判精神和反思能力。师范生的思维具有

系统性、发散性和流畅性，他们关注问题的视

角更具独特性和全面性。在创新创业项目化合

作中，主题式的头脑风暴法更能够激发师范生

更多新颖独特的创意智慧。

最后，师范生的人际交往和社会感知力较

强。师范生的社会互动性能力强，能够快速掌

握人际沟通的技巧和方法。创新创业活动常以

团队为单位进行，团队内部的制度建设尤为重

要。师范生具备较高的团队意识，能够组织协

调团队成员，提高团队合作力和凝聚力，针对

团队发生的问题，能够及时并妥善处理。师范

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文案写作能力较强，能够

帮助团队更好地完成路演答辩工作及创业计

划书等相关材料的撰写工作。此外，师范生还

有较强的计划性和目标性，能够对整体创业项目

的时间安排、人员分工等进行妥善调节和规划。

（二）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劣势（W）

首先，师范生的创新创业意识薄弱、理念

模糊。受传统教育方式的影响，师范生对教师

职业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幸福感较强，多将职

业目标定为教书育人的中小学教育工作者，稳

定的教育教学工作成为师范生的首要选择。师

范生缺乏创新创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多将创

新创业理解为创办一个企业或创造出新的实

物，认为参与创新创业的主体多为理工科学生，

而其自身综合素质较弱，难以承担起创新创业

的重任，对创新创业未形成正确的认知。

其次，师范生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择不合

理。创新创业需要具备企业运营、市场调研、风

险评估等多方面知识，而师范生的课程设置太

过狭窄。以教育学专业师范生的课程设置为

例，其主要包括通识课程、专业基础课程和专

业方向课程三类，且专业课程过于繁重，学生

没有时间和精力学习本专业以外的其他知识，

这样不利于多学科交叉学习和创新，易造成学

科结构单一。同时，创新创业课程在内容选择

方面没有充分考虑师范生的专业特点，容易使

学生产生冷漠、抵触和畏难情绪，进而导致创

新创业教育活动的实效性差。

再次，师范生的技术开发和创新实践能力

较弱。师范教育侧重体系化教学，重视知识架

构和思维导图的学习，这样虽然有利于系统掌

握学科知识，但学生的实践技能和操作能力较

弱，主要表现为缺乏必要的信息技术和科学技

术基础。由于创新创业项目的成功转化和落地

实施均需要一定的技术支撑，因而师范生将会

遇到许多技术和实践困境，难以满足项目和市

场需求，易造成创新创业项目的中断或停止，很

难进行深入研究。

最后，师范生的创业心理素质和人格素质

较弱。在创新创业中，师范生的非智力因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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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优化。一个完整的创业项目的完成，不仅需

要构建专业的理论知识体系，更要学习全新知

识、进行多次实践调研，需花费创业者大量

的时间和精力来整理数据、分析方案，不断修

改和完善创业项目，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

程。师范生常常表现出“三分钟热度，五分钟热

情”的状态，由于缺乏创新创业的经验和技术基

础，容易出现畏难情绪和自我怀疑态度。学生

前期参与度高，后期缺乏坚持不懈的毅力和研

究动力，兴趣逐渐降低，易半途而废。

（三）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机遇（O）

首先，实践课程被明确纳入双创实践训练。

《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

准》明确指出，教育学类实践课程中各高校应

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育，在实践教学环节纳入

创新创业教育方面的实践训练[12]71。师范生的

实践环节在不断创新和完善，由单纯的教育实

习转向创新创业教育实践，由单一的师生对话

转向多领域的实践探究。这样可以使师范生在

课堂教学、教育实践中强化创新创业的理念和

实践能力，激发创新创业的活力和动力。

其次，创新创业优惠政策的强力支撑。2010

年5月，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

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首

次明确“创新创业教育要面向全体学生，融入人

才培养全过程”[13]。2021 年 9 月，国务院办公厅

发布的《关于进一步支持大学生创新创业的指

导意见》明确指出，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人才培

养全过程，建立以创新创业为导向的新型人才

培养模式[14]，从平台建设、环境优化、政策扶持

等多个层面为大学生创新创业提供强有力的

支撑。此外，国家还出台了财政资金、税收贷款

等优惠政策和建立“绿色通道”，保障学生创新

创业活动的开展。从科教兴国战略、创新型国

家战略到实施创新发展驱动战略，从产教融合

到产学研融合发展，国家高度重视创新创业教

育的发展，努力培育创新创业发展新动能，提

高学生的创新创业动力。

再次，教育产业市场前景好。近年来，世界

经济已经步入服务经济的时代，中国第三产业

正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在第三产业创业活

动中，创业者不仅要具备基本的专业技能，而且

要具备良好的人际交往、品牌策划、管理公关等

综合能力，而后者往往成为创业成功的关键[15]。

教育产业是第三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未来的

教育产业市场前景会较为广阔。受多种因素影

响，教育教学模式发生了重大变革，在线教育作

为新型的教育方式快速发展，推动着“互联网+”

教育的创造与革新。师范生能够较快地掌握教

育产业的发展规律和变革特征，进而充分利用

自身优势，主动参与教育产业的变革，以“教育服

务业”为主导，探索教育产业的特色优势，为创

新教育产业的结构与功能、模式与体系，不断

提高教育产业的竞争力，以及构建新型的教育

教学产业发展模式贡献力量。

最后，人工智能时代呼唤创新思维。人工

智能时代对师范生的创新能力提出了新要求：

“去学科”诉求强烈，呼唤具备一定的情境认

知、情绪体验和非认知能力的创新型人才[16]。人

工智能时代是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转型升级

的关键时机，师范生要把握时代发展的新机

遇，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等科技，结合专业优势，

适切地开展创新创业项目，努力培养个人的跨

越思维和“互联网 +”思维，提升自我的创新创

业能力。

（四）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挑战（T）

首先，在线教育创业门槛持续增高。目前，

在线教育进入发展的快车道，众多在线教育营

销企业进入营销白热化阶段，高额营销支出使

得企业反而陷入亏损状态。随着行业内的头部

企业“烧钱”加剧、获客成本增加，中小机构生

存越来越艰难。这意味着对于新创业在线教育

的创客们来说，创业成本和难度都大幅增加。师

范生虽然有着系统丰富的教育学理论，却对市

场评估、商业风险的把握不够。师范生要对在

线教育创新创业有清醒的认知，要认识到只有

人本化的制度和有价值的增值服务体系建设，

以及具备稳健的运营策略和强劲的战略规则，

才能在未来的教育产业中把握核心竞争力。

其次，创业政策和竞赛的针对性不强。近

几年，国家相关部门制定了一些创新创业方面

的政策，但并未针对师范生出台细化的创新创

业政策和创业优惠政策。针对师范生的创新创

业竞赛较少，且由于缺乏合理的组织宣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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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师范生获取创新创业政策和竞赛等相关

信息的途径较少，导致师范生信息闭塞，难以

知晓相关的信息。

再次，创新创业指导教师的综合素质较弱。

创新创业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创新型人才，需要

创新型的导师。当前，创新创业的指导教师多

缺乏实战经验，对项目技术操作、企业管理、市

场调研、产品应用可行性、风险预见等方面把

握得不精准，且指导工作不专业，常停留于创

业计划书的格式、研究的方向、存在的缺陷等

表面性指导，导致学生的创业项目存在很大漏

洞，很难有突破性的成绩。

最后，师范生创新创业的真实需求识别不

足。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实施者对师范生真正

的创新创业需求定位不准，没有使师范生明确

参与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究竟是提升个人的

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还是结交志同道合的朋

友，或是真正的创新创业，进而导致管理者难

以进行精准化的资源供给和有效帮扶。师范生

群体的人数较多，而学生的创新创业需求具有

个性化和动态化特点，创新创业教育工作的实

施者很难精准把握每位学生的特定需求，只是

基于共性需求开展创新创业课程设置、创新创

业场地建设和实践规划，对学生创新思维的开

拓、创新能力的提升有一定局限性。

三、基于SWOT分析的师范生创新创业教

育服务体系建构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主体是在校师范

生，创新创业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政府、学校

和教师共同参与和推进。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

服务是指学校和教师为师范生顺利开展创新

创业教育活动，提供资源、指导和帮扶，引导师

范生自主进行创新创业活动。深化师范生创新

创业教育体系改革及构建系统科学的师范生

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是使师范生发挥优势、

规避劣势的重要举措，是师范生服务教育变革

和教育产业升级的重要保障，也是高校实现创

新型中小学教育者培养目标的重要路径。

（一）基础服务：精准化服务设计

精准化服务设计是发挥师范生创新创业

教育优势的基础，是满足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

特定需求的前提。高校应聚焦师范生创新创业

优势，精准对接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需求，

通过拓宽创新创业通道、完善帮扶政策等举

措，为师范生提供精准化的创新创业教育服务。

1.彰显优势，充分发挥个体优势资本

师范生有其专业的特殊性和功用性，政

府、企业、高校要挖掘师范生创新创业的潜在

特质，制定“1+N”的个性化培养方案，实现一

个专业多种培养方案的实践路径，充分把握师

范生创新创业的基本素质和潜能，实现优势资

本利用的最大化。高校要抓住在线教育变革的

新机遇，把握好教育产业发展的新趋势，为不

同层次的师范生提供精准化的平台，如师范类

高等院校要紧跟国家推行的新文科建设，加快

新师范建设，着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高校还

要针对师范生的特质，将现代学徒制应用于创

新创业实践和教育实习环节，完善“双导师”队

伍建设，进而服务于师范生的个性化培养，有

序推进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

2.分级分类，构建阶梯式创新创业通道

高校要针对不同年级、不同类别的师范生，

构建精准化的双创通道。例如：为低年级师范

生设置认知层面的课程，使他们通过专题讲座、

必修课和选修课，掌握创新创业的流程，树立

正确的创新创业理念；中年级师范生可以依托

科技竞赛、实践调研，逐渐接触创新创业实

践，积累科研创新实践的经验；高年级师范

生可以进行课题研究或创新创业尝试。以教育

学专业研究生为例，其可以积极发挥自身的科

研和专业优势，为地方政府的教育政策制定、

教育发展规划提供创新思路和理论支撑。高校

应以课题研究为抓手，组建科研创新团队，鼓

励师范生大胆创新，深入实地开展调研，进而

将课题研究成果进行转化应用。这样既能够发

挥师范生的人才优势，提升师范生的创新思维

能力和创业实践能力，又能够形成发展报告或

政策咨询报告，为服务地方发展和教育产业振兴

贡献力量。

3.精准帮扶，完善扶持政策和帮扶措施

高校应设立师范生创新创业专项扶持基

金，用于鼓励支持师范生创新创业活动，将扶

持政策落到实处，为师范生创新创业提供多渠

道、长期性的经费保障。同时，高校还应持续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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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对接帮扶工作，建立校

内外的对接帮扶双渠道。在校内，高校应制定

学科专业与学院帮扶指导方案。例如：理工科

专业与师范专业在技术操作、实践锻炼方面的

对接帮扶；商科专业与师范专业在营销策略、

企业运营方面的对接帮扶；法律专业与师范专

业在风险评估、创业法学方面的对接帮扶。在

校外，高校应制定学校之间、企业机构之间的

对接帮扶方案。例如：“双一流”高校与普通院

校在创新创业课程设置、培养模式方面开展对

接帮扶；企业机构与高校在实践操作、落地实

施方面开展对接帮扶。此外，政府应出台财政

补贴等优惠政策，帮助师范专业引进优秀的师

资队伍，加强对师范生创新创业的引导。

（二）关键服务：多元化实践平台

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实践性、行动性的重

要特征，其不仅是理论层面的认知性活动，更

是实践层面的经验性活动和实验性活动。创

新创业教育的关键在于实践和体验，师范生

创新创业教育要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统一原

则。多元化实践平台是发挥师范生主体性、

积累创新创业实战经验、激发学生创新创业

兴趣的关键。高校应不断完善创新创业实践

基地建设、搭建多元化实践平台，帮助师范生

体验真实的创业实践过程，使其在实践训练

中提升创新创业能力。

1.立足实践，构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实

践基地

教育实习是师范生课程学习的重要环节，

应构建有效促进师范生专业能力提升的实践

平台，引入多元指导要素，形成科学的教育指

导系统[17]。构建适合师范生的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是实现教育实践与创业实践有机融合的重

要路径，是促进师范生创造性思维激发与转化

的平台和载体。师范生可以在创新创业实践基

地完成教育实习、实训等实践课程，还可以依

托实践基地开展科技、学科、教学和课程等方

面的创新创业比赛。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基地

的工作内容主要体现在六个方面，即课程教学

实践、教育调查实践、班主任工作实践、创新创

业实践、新课改课程实践及教师互评与交流[18]。

新型的创新创业实践基地，要以提升师范生

专业基础和创新能力为抓手，帮助师范生提升

实践技能和操作能力，进而培养师范生的创新

思维和创新能力。

2.激发活力，成立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宣

讲协会

高校应组织成立宣讲协会，充分发挥不同

专业师范生的优势，激发主体活力，让全体师

范生动起来。宣讲协会既可以宣讲师范生创新

创业的价值与意义，帮助师范生树立正确的创

新创业理念，分析师范生参与创新创业的优势、

劣势及面临的机遇、挑战，还可以宣讲与创新

创业教育相关的心理学理论、社会学理论，使

师范生掌握学习和知识迁移的能力，提高解决

和处理问题的能力，启发创造性思维。文科类

师范生可以发挥人文素养的作用，宣讲创新创

业的原则和注意事项，把握创新创业中的道德

内容，强化师范生的伦理意识，拓展师范生的

人文思维。理科类师范生可以借助扎实的专业

技术和实践基础，进行实地操作与讲解，帮助

师范生开展技术的实践与应用。此外，高校还

可邀请优秀的学生或教师代表，宣讲创业法

律、财务、风险预测等方面的内容，在宣讲的

实践活动中拓展学生的创新思维、提升创新

能力。

3.双向联动，搭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校

企合作新平台

高校要加强师范专业与教育行业的耦合

联动，搭建起“学校 +企业”“学校 +行业”的实

践新平台，鼓励师范生进学校、进企业开展创

新创业或科学研究，并在实践中纳入“双导师”

制和现代学徒制。这样既可以加强学校与教育

企业、教育行业的联系，又可以形成新的实践指

导方案。在双创实践中，师范生要变被动为主

动，发挥主观能动性，不断强化自身的创新精

神、提升创新能力。高校应搭建优秀成果交流

展示平台，将创新创业成果直观化、形象化，这

样既能提高师范生的自我效能感，又可以激发

更多师范生的参与。高校应建立师范生创新成

果资源库，推动优质创新成果、资源的开放共

享，这样既能够促进创新创业成果的落地实施，

又可以传递创新创业理念，进一步激发师范生

的创新热情和创新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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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点服务：协同育人发展机制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不是一项单一的工

作，而是多种要素的有效协同与整合。协同育

人机制是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长效发展的重

点。积极探索协同育人新机制，需要从推进学

科协同、校企协同、师资协同出发，进而为师范

生创新创业教育增效赋能。

1.学科协同，多学科交叉融合

根据创造学的一般理论，往往具备深厚的

跨学科或者交叉学科知识的人更具有创新能

力和创业能力[19]。学科内容的交叉与融合是创

新创意的源泉，也是创新创业能力培养的有效

途径。有学者指出：丰富的科学知识来源于学

科交叉的熏陶滋养；活跃的创新思维来源于学

科交叉的碰撞激发；创新创业意识与实践来源

于学科交叉的启发引导[20]。高校要建设以需求

为导向、学科相互交叉的“精准式”创新创业课

程，提供个性化课程模块和联合课程模块，满

足学生创新创业实践中的核心需求[21]；加强教

育学科与法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信息

技术等多学科的融合，帮助师范生整合多方面

的知识，使师范生课程由单纯的横向课程转向

纵横交错的多学科课程。

2.校企协同，推进产教融合发展

高校要精准识别师范生创新创业的需求，

提供适切的教育资源供给，积极主动与企业或

社会机构寻求合作，形成互利共赢的动态发展

格局。企业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提供场地支

撑、实践平台和专业指导等服务；高校为企业

发展提供人力资源、理论支撑和规划方案等。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既要为企业创造出经济

效益，又要为高校创造出“传帮带”的创新效

益，也要为个人催生出强大的优势资本效益。

这就需要高校与企业责任共担、利益共享，基

于学校、企业、学生“三赢”的目标，制定出可持

续发展的校企合作新方案，以培养社会需要的

创新型教育工作者，催生创新创业新活力。

3.师资协同，促进指导工作专业化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需要组建一支科学

专业的创新创业教师队伍，实现师资协同常态

化，充分整合校内外的导师资源，完善校内外

教师协同合作的内外建制。一方面，“提质培

优”，挖掘校内教师创新创业的潜力。高校要组

织教师到企业或机构进行实训锻炼，丰富教师

“从学校到学校”“从课本到课本”的教育教学经

历，鼓励教师进行实践创新，将科研成果和经

验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教学的全过程中。另一方

面，“人才引进”，善于借助外部优秀教育资源。

高校要积极引进兄弟院校、行业企业的优秀

教师，支持这些教师进校开展课程教学、项目

指导、创新实践等培训帮扶。通过内外建制

为校内外教师搭建起合作沟通的平台，使校内

教师与校外教师能够有效联动，两者在协同合

作中重新分配教学任务，对师范生创新创业进

行有效规划和指导，从而促进指导工作的专业

化、高效化。

（四）核心服务：生态化保障机制

完善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生态保障机制

是实现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可持续发展的重

要支撑，也是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核心

问题。高校应从管理机制、环境氛围、评价体系

出发，抓好创新创业教育体制建设，为师范生

创新创业教育提供保障服务。

1.构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生态管理机制

高校要形成以业务主管部门、二级学院、

师范生为一体的创新创业教育发展模式，在

师范生创新创业理念、目标、课程、制度层面

构建起“三融合”的生态育人模式，实现创新创

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相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通

识教育相融合、创新创业教育与实践教育相融

合，确保将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方案、

课程标准和教学计划。高校业务主管部门作为

师范生创新创业工作的顶层设计者和规划者，

要规范管理程序，明确管理任务。二级学院要

积极支持学校的管理方案，形成自上而下、左

右联动的科学化和合理化的管理模式。生态化

管理体系是师范生创新创业有序运行的保障，

高校内部要结合师范生创新创业的特征形成

动态化、精细化的管理方式。二级学院要有开

展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明确态度和坚定决

心，提高对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的重视程度，

不断提高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

2.搭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生态文化环境

高校要在师范生群体中营造出良好的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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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创业氛围，需要建立自上而下的组织宣传体

系。各部门明确任务分工，各司其职，扩大创新

创业教育的影响力，发挥师范生的主观能动

性，在整体环境中营造气氛，唤醒和培植师范

生的创新创业内在动力，激发师范生对未来创

新创业的向往和追求。良好的师范生创新创业

宣传平台，有利于形成积极的创新创业文化氛

围。坚持线上线下宣传相结合，拓宽宣传渠道，

及时宣传科技竞赛、国创项目等活动，以实现

信息资源及时共享。师范生有创新创业的特定

需求和特定优势，高校可以邀请教育行业成功

的创业人士，宣讲教育行业的动态需求和发展

趋势，分享教育市场发展规律和创新创业机

遇，让师范生能够结合自身的优势激发创新创

业的积极性。

3.完善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生态评价体系

生态化的评价制度是师范生创新创业能

够充分落实的重要保障。高校要规范师范生创

新创业项目的宣传、申报、审批、评比等实施环

节，改善“重立项、轻质量”的问题，成立双创审

核小组，邀请校外企业导师和校内双创教师负

责项目立项的审批，评审实行回避制度和保密

制度，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和公开的原则。不

同的创业大赛需结合赛事自身特点，制定明确

的评价标准和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评审条

件。高校应完善科研创新成果的生成、输出

和转化机制，实现师范生创新创业成果的优

质输出、多形式创新输出。高校要规范师范生

创新创业成果转化的章程，对社会调查报告、

学术论文、科技发明等成果进行分类指导，结合

学科和产业发展前景，尽可能使创业项目由创

意转化为现实，使创业成果为学科发展和社会

需要服务。

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培养新时代创新

型人才的重要路径，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SWOT

分析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提供现实支撑。师

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是发挥师范生优势的“新车

道”，构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服务体系是师范

生创新创业教育的生动实践和重要选择。作为

一项系统工程，创新创业要想充分发挥作用，

就必须确保整个系统内部各要素都各司其职、

互相配合[22]。通过构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服

务体系，完善精准化支持的基础服务，做好多

元化实践平台的关键服务，强化协同育人发展

的重点服务，提升生态化保障机制的核心服

务，让师范生动起来，让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

活起来，让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服务强起来，进

而为师范生创新创业教育提质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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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ruction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based on SWOT Analysis

Zhang He1, 2, Xu Xiaolin1

（1.Institute of Education, Shaanx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Xi蒺an Shaanxi, 710065;

2.College of Edu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Shaanxi, 721013）

Abstract：Building a service system for 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蒺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

tion is an important way to stimulate the potential of normal students蒺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solve the

problems of normal students蒺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

ment of normal students蒺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Based on the SWOT model, this study ana-

lyzes the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of normal students, sorts out and summarizes the advantages,

weaknesses, opportunities, challenges and other conditions of normal students 蒺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then proposes to build a systematic and scientific service system for normal students蒺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basic serv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diversified

practice platform is the key serv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collaborative education and

development mechanism is the key serv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the ecological guarantee

mechanism is the core servi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Key words：normal university students; SWOT analysis;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ervice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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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人格特征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相关性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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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互联网的发展，网络社交平台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欢迎，网络形式的社交与娱乐活动

正在逐渐取代现实生活的相应部分，更有大学生网络成瘾的情况频频出现。本研究采用五大人格量

表和网络社交平台成瘾量表，对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大学生人格特征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

关系，并为各高校治理大学生网络环境提出政策建议。研究结果表明：高开放性人格特征的大学生，

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较高；高严谨性、宜人性、情绪稳定性人格特征的大学生，其网络社交平台

成瘾倾向较低。

关键词：大学生；人格特征；网络成瘾；网络社交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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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21 世纪为新生代开启了新的篇章，信息技

术的发展让人们的生活变得更加便捷与高效。

尤其是诞生在数字时代的网络原住民（digital

natives），他们的生活中充斥着随处可见的电子

产品与人工智能的产物[１]。

对教育者而言，网络社交平台作为教学辅

助工具的功能主要有与学生沟通、日历、调查

与问卷、合作学习及上传课程资料等。学生对

于网络社交平台在教学途径中的应用并不排

斥，相反他们很喜欢这种方式。这种科技导入

教育的方式让课堂变得生动有趣，并有效提高

学生参与课堂的积极性，让教师与学生的沟通

更加简单与快速[２]。

随着日新月异的电子产品的出现及其功

能的开发，各行业也在社群媒体中找寻新的机

遇，网络社交平台除了带来益处，还会产生弊

端。“网红”经济时代的到来，从一个侧面反映

了现代人精神世界匮乏的现状，许多人愿意将

宝贵的时间花费在观看没有价值的网络直播

上，甚至花费大量的金钱仍乐此不疲[３]11-12。有

些网络直播甚至会违反法律、触及道德的底

线，利用网络传播不良信息。网络的匿名性也

加剧了网络暴力事件的发生，言语的暴力甚至

可以轻易“击垮”一个成年人。这些事件都在悄

然扭曲人们的社会价值观，更有可能将心智尚

未成熟的青少年引入歧途。

二、研究背景

（一）人格特征

“人格”源自拉丁语“persona”，是演员在戏

剧表演中使用的面具。面具是对周遭人所展示

的公开脸孔。人格特征的定义是“个人行为、感

觉以及一贯的思考模式”[４]232-233，而人格特征的

两个内涵主要体现在一致性与独特性。一致性

心理发展与教育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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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istency）是指人类行为的规律性；独特性

（distinctiveness）能够让人们区分出彼此[４]232-233。

所谓特征（trait），心理学的定义是一个人在行

为上经常表现的特点，用特征来描述人格时，

便称之为人格特征（personality trait）[５]395-400。

关于特征的概念最早分为两种：个人特征

和共同特征。个人特征（individual traits）为个人

独有的特征；共同特征（common traits）则为群

体共享，可能因文化背景、价值观念的不同而

有所差异[６]。后来，共同特征被称为特征，而个

人特征则被称为个人倾向（personal disposi tions）。

个人特征又分为三个层次：基本特征、核心特

征和次要特征。基本特征（cardinal trait）是影响

个体主要行为的人格特征，但并非每个人都具有

这种特征；核心特征（central trait）是构成人格特

征的核心部分，每个人的核心特征大约在五个

到七个之间；次要特征（secondary trait）是个体仅

在某些情境下才表现出的人格特征，但不足以

代表个体的主要人格。Cattell 认为，人格特征是

人格的基本结构单位，将人格特征定义为相对

持久的反应倾向，提出独特特征、能力特征和

气质特征等八种特征类别[７]。Cattell 于 1965 年

发展出的十六种人格因素量表（SixteenPersonal-

ity Factor Questionnaire，16PFQuestionnaire）中包

含的人格因素分别为开朗性、聪慧性、稳定

性、支配性、兴奋性、有恒性、勇敢性、敏感性、

怀疑性、幻想性、灵敏性、忧虑性、试验性、独立

性、自律性与紧张性[７]。这十六种人格因素又

被分为四个维度，分别为忧郁型、急躁型、冷静

型与乐观型[８]251-254。

Eysenck 人格量表（Han Eysenck personality

inventory）将内向对应外向、神经质对应情绪稳定

和神经病质对应冲动控制作为人格特征的三

个向度[９]。McCrae 和 Costa 将人格特征归纳为

五个维度，即大五人格（big five factor），分别是

神经质（neuroticism）、外向性（extraversion）、开放

性（openness）、友善性（agreeableness）和严谨性

（conscientiousness），上述五种人格特征除“神

经质”较偏向负面特征外，“外向性”“开放性”

“友善性”“严谨性”皆为优秀的人格特征[10]。人

们的社交地位与生活习性因不同人格特征而

有所不同，例如：开放性与外向性得分较高者

都较易接受新事物；友善性倾向高者善于与人

相处，在人际社交方面较为擅长；神经质因缺

乏安全感，可能在网络世界展现出不同于平时的

一面，等等。

人格特征为人格的基本结构单位，由不同

元素组成。人格特征可能因不同的文化、家庭和

社会环境背景而不同，也可以由群体共同拥有。

本研究所指的人格特征是依据大学生在“中文

版 Big-Five Mini-Markers 量表”中，关于外向

性、开放性、情绪稳定性、严谨性及宜人性的得

分情况而定的[11]。

（二）网络社交平台成瘾

网络成瘾的概念最早由 Goldberg 在 1996

年提出，他在网络上成立了“网络成瘾支持团

体（internet addiction support group）”，随后正式

称网络成瘾为“网络成瘾失调症（internet ad

diction disorder，IAD）”，且说明网络的过度使用

会使人在网络环境适应上发生问题，对个人的

学业、工作，甚至社会与家庭造成影响[12]。

Young 提出了形成网络成瘾的 ACE 模型：

匿名（anonymity）、便利（convenience）与逃避现

实（escape）[13]。人们在网络使用行为中不必公

开自己的身份，也不用为匿名的言行负责；发达

的网络亦可以满足人们随时随地获取信息的

需求，充满便利性；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

满足的，可以通过网络寻求慰藉，逃避现实生活

中所遇到的困境。

Davis 将网络成瘾称为病态性网络使用

（pathological internet use，PIU）[14]，这一概念最早

由Young 在 1996 年提出[15]。Davis 则用认知模

式来建构网络成瘾的成因，他认为网络成瘾是

由于认知问题而影响使用者的行为，问题性认

知情况愈重，便会加剧网络成瘾的症状[14]。蒋

蜀辉将网络成瘾的类型及表现形式分为六类：

单纯性网络成瘾症、情感性网络成瘾症、网络

游戏性网络成瘾症、信息性网络成瘾症、程序

性网络成瘾症及强迫性网络成瘾症[16]。

陈淑惠将网络成瘾的心理与行为特征分

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网络成瘾核心症状（core

symptoms of internet addiction）；第二部分为网络

成瘾的相关问题（related problems of internet

addiction）。网络成瘾的核心症状包括：耐受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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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lerance），即随着网络使用经验的增加，使

用者必须逐次增加上网的次数或时间，才能

得到等同于原本上网获得乐趣的满足感；强

迫性（compulsive），即使用者难以抑制自己想使

用网络的欲望，在上网后更加难以脱离，渴求

更多使用网络的时间；退瘾反应或戒断性（wit-

hdrawal），即使用者若被迫离开网络，则容易出

现情绪低落、生气、空虚、注意力不集中、心神不

宁、坐立不安等现象。成瘾的相关问题则包括

人际与健康问题（interpersonal and health-relat

ed problems of internet addiction，RP-IH）、时间

管理问题（timemanagementproblems，RP-TM）这

两个因素[17]。根据Ko，Yen，Chen，Yang，Lin，Yen

对陈淑惠、翁俪祯、苏逸人等人所制作的“中文

网络成瘾量表”[17]进行的研究，得分为 68 分或

以上分数的大学生便被诊断为网络成瘾，需要

申请专家会诊并在必要时接受治疗[18]。

谢龙卿和黄德祥所制作的网络平台成瘾

量表则包含五个构面：自我解禁（self-disinhibi-

tion），即使用者在网络社交平台上做出与现实

世界中大相径庭的行为，亦与现实世界的自己

大不相同；重要与强迫（salience & compulsive），

即使用者将网络社交平台的使用视为日常生

活中非常重要的活动，且只要接近能够使用网

络社交平台的载具，便无法控制想使用网络社

交平台的冲动；耐受与戒断（tolerance &with

drawal），即使用者必须持续增加使用网络社交

平台的时间才能达到跟上次相同的满足体验，

当减少使用时间或停止时就会产生心绪不宁

等现象；否定与违常（denial& disorder），即使用

者拒绝承认网络社交平台过度使用的行为，且

因过度使用网络社交平台导致日常生活出现

违常的现象；虚拟友谊依赖（virtual friendship

dependence），即使用者过度依赖在网络社交平

台建立的友谊与情感支持[19]。

（三）人格特征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相

关研究

目前，关于人格特征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

的相关研究表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较严重

的人，外向性倾向也较强[20]。戴奇华的研究结

果则与之相反，即外向性人格特征对网络成瘾

有显著负向影响[21]。他认为外向性人格特征

的人喜好社交，善于与人沟通，更重视在现实

生活中的活动。

罗天玉、丁道群对 213 名学生进行研究，得

出了开放性分数偏低的学生网络成瘾倾向偏

高的结论。开放性偏低的学生兴趣狭窄，缺乏

创意，容易局限于某一事物，故容易沉迷于网

络[22]。杨雅棋的研究亦得出相似结论，即开放

性人格特征对网络成瘾有着负向影响[23]。其他

关于网络成瘾的研究同样指出，严谨性人格特

征对网络成瘾呈负相关[24]。低严谨性人格特征

者自律性较低，无法正确约束自己，易过度使

用网络；高严谨性人格特征者对时间掌控得

当，不会浪费多余的时间在网络世界中。

Matthews，Saklofske，Costa，Deary，Zeidner的

研究提出，网络成瘾的病人都具有较高的神经

质（情绪稳定性得分较低），这类特征的人缺乏

安全感，容易在现实生活中受挫，倾向从网络

中获得成就感[25]。根据罗天玉、丁道群的研究

结论，网络成瘾倾向高的人在宜人性人格特征

方面的得分也偏低，宜人性偏低的人攻击性强

且缺乏同情心，匿名的网络世界给他们宣泄不

良情绪的空间，从而获得满足[22]。

三、研究假设与方法

根据以上对人格特征及网络社交平台成

瘾的探讨，本研究提出五个研究假设，预计通

过单因子变异数分析大学生人格特征及网络

社交平台成瘾上的差异是否显著，当分析结果

呈现显著差异时（P＜0.05），则进一步采取最小

显著差异事后比较法进行检定。再以线性回归

分析了解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六个构

面与人格特征的五个构面之间的相关性。本研

究假设列举如下：

H1：大学生的“外向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2：大学生的“开放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3：大学生的“情绪稳定性”人格特征能影

响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4：大学生的“严谨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5：大学生的“宜人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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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大学生人格特征的现状描述统计分析

有效问卷样本N＝636

构面 平均数 标准差 排名

外向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严谨性

宜人性

5.4542

5.6773

4.1983

5.8559

6.8223

1.44065

1.10934

1.19157

1.31249

1.07092

4

3

5

2

1

表 2 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因素分析

（I）人格特征 平均差异（I-J） 标准误差

0.001

0.000

0.000

0.000

0.001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2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J）人格特征 显著性

0.065

0.074

0.069

0.060

0.065

0.061

0.058

0.057

0.074

0.061

0.063

0.063

0.069

0.058

0.063

0.057

0.060

0.057

0.063

0.057

-0.223*

1.256*

-0.402*

-1.368*

0.223*

1.479*

-.179*

-1.145*

-1.256*

-1.479*

-1.658*

-2.624*

0.402*

0.179*

1.658*

-0.966*

1.368*

1.145*

2.624*

0.966*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严谨性

宜人性

外向性

情绪稳定性

严谨性

宜人性

外向性

开放性

严谨性

宜人性

外向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宜人性

外向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严谨性

宜人性

严谨性

情绪稳定性

开放性

外向性

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网络成瘾的问题愈

加严重，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与人际关系，甚

至引发健康问题。在网络成瘾的症状中，强迫

性最为严重，直接影响到人们的日常生活，尤其

是因想上网的欲望得不到满足而引发一系列问

题。例如：易怒会影响人际交往；注意力不集中

会影响工作或学习效率等。因此，网络成瘾应

该是当今社会需要关注的问题之一。

四、问卷调查结果与分析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问卷包含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为受试者基本资料表；第二部分

为网络社交平台成瘾量表；第三部分为人格特

征量表。本研究参与者在各高校网络社交平台

发放问卷，回收 704 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样

本为 636 份。

（一）大学生人格特征的现状分析

表 1 为大学生人格特征的现状描述统计

分析，此表的计分方式为李克特 9 点量表，1~9

分别代表极端不准确、非常不准确、适度不准

确、轻微不准确、适中、轻微准确、适度准确、非

常准确与极端准确。由此表数据可见，大学生

人格特征中，宜人性得分最高（M＝6.82），情绪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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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在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中，强迫

上网得分最高（M＝1.99），虚拟友谊依赖得分

最低（M＝1.44），重要性、耐受与戒断、否定与

违常、自我解禁的平均数分别为 1.99，1.84，

1.69、1.50。由此可见，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

瘾现象并不严重，在可控制的范围内。

表 4 为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因素

分析，由表 4 可以得知，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

成瘾的重要性与强迫上网之间没有显著差

异，而与其他构面皆存在显著差异，且 P 值皆

为 0.000。

表格 5 为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与人

格特征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整理，由此表可

知：外向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各构面之相关

考验结果皆未达到 0.05 的显著水准；开放性与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虚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

禁构面之相关考验结果皆达到 0.05 显著水准；

情绪稳定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所有构面之

相关考验结果皆达到显著水准，其中重要性、强

迫上网、耐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四个构面的

显著性系数为 0.000。

严谨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重要性、强

迫上网、耐受与戒断及否定与违常四个构面之

相关考验结果皆达到显著水准，且强迫上网、耐

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的显著性系数小于 0.001；

宜人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耐受与戒断、否

定与违常、虚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四个构面

之相关考验结果皆达到显著水准。综上所述，

人格特征的开放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虚

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构面呈正相关，即开放

性越高，虚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之倾向越

高。研究者推测，高开放性的大学生观念较为

开放，容易接受新事物及思想，所以敢于尝试

虚拟友谊与自我解禁这种与传统观念较为相

反的行为。

研究亦显示出人格特征的情绪稳定性与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所有构面呈负相关的结

果，即情绪稳定性越低，网络社交平台的成瘾

倾向便越高。研究者推测，低情绪稳定性的大

学生容易感到焦虑且缺乏安全感，所以在使用

网络社交平台时，不断确认信息及增加使用时

间，并且还不愿意承认花费过多时间在网络社

1.9976

1.9995

1.8428

1.6999

1.4409

1.5030

表 3 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现状描述统计分析

注：有效问卷样本N＝636

构面 平均数 标准差 排名

重要性

强迫上网

耐受与戒断

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

自我解禁

0.72157

0.65749

0.64503

0.61210

0.50414

0.48444

2

1

3

4

6

5

定性得分最低（M＝4.20），开放性、严谨性、外

向性的平均数分别为 5.68，5.86，5.45。由此可

见，除情绪稳定性之外，各因素平均得分皆在

平均值之上。受试者的外向性、开放性、情绪

稳定性、严谨性与宜人性的标准差分别为1.441，

1.109，1.192，1.312，1.071，由此可知样本资料较

为集中。

表 2 为大学生人格特征的因素分析，由此

表可知，大学生在五大人格特征的表现上有显

著差异，且皆达到显著水平。

由表 1 和表 2 的数据可知，研究样本的

数据较为集中，在五大人格特征方面的表现

也有明显差异，大学生宜人性、严谨性和外向

性的表现较高，开放性与情绪稳定性的特征

表现较低。

（二）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现状分析

表 3 为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现状

描述统计分析，该量表的计分方式为李克特 4

点量表，“1”表示极不符合，“2”表示不符合，

“3”表示符合，“4”表示非常符合。由表格数据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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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迫上网

耐受与戒断

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

自我解禁

重要性

耐受与戒断

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

自我解禁

重要性

强迫上网

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

自我解禁

重要性

强迫上网

耐受与戒断

虚拟友谊依赖

自我解禁

重要性

强迫上网

耐受与戒断

否定与违常

自我解禁

重要性

强迫上网

耐受与戒断

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

表 4 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因素分析

（I）人格特征 平均差异（I-J） 标准误差

0.931

0.000

0.000

0.000

0.000

0.931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J）人格特征 显著性 b

0.021

0.023

0.027

0.025

0.026

0.021

0.009

0.020

0.023

0.024

0.023

0.009

0.020

0.023

0.024

0.027

0.020

0.020

0.022

0.022

0.025

0.023

0.023

0.022

0.006

0.026

0.024

0.024

0.022

0.006

-0.002

0.155*

0.298*

0.495*

0.557*

0.002

0.157*

0.300*

0.497*

0.559*

-0.155*

-0.157*

0.143*

0.340*

0.402*

-0.298*

-0.300*

-0.143*

0.197*

0.259*

-0.495*

-0.497*

-0.340*

-0.197*

0.062*

-0.557*

-0.559*

-0.402*

-0.259*

-0.062*

自我解禁

耐受与戒断

强迫上网

重要性

虚拟友谊依赖

否定与违常

表 5 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与人格特征的线性回归分析结果整理

T 值 耐受与戒断

0.236

2.450*

-2.144*

-2.049*

-3.459**

重要性 强迫上网 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 自我解禁

-0.870

2.349*

-2.508*

-1.956

-3.053**

0.663

1.436

-4.127***

-5.754***

-3.194**

0.347

-0.208

-4.731***

-4.186***

-2.028*

-0.062

0.599

-5.119***

-4.876***

-1.955

1.664

0.917

-4.302***

-2.797**

-1.893

外向性

开放性

情绪稳定性

严谨性

宜人性

注：*** P＜0.001 ** P＜0.01 * P＜0.05

交平台上。

人格特征的严谨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

之重要性、强迫上网、耐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

及自我解禁亦呈负相关，即严谨性越高，重要

性、强迫上网、耐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及自我

解禁倾向则越低。研究者推测，高严谨性之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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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研究假设验证

研究假设 结果

H1：大学生之“外向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2：大学生之“开放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3：大学生之“情绪稳定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4：大学生之“严谨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H5：大学生之“宜人性”人格特征能影响其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

不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成立

学生处事周详，他们不会轻易让自己陷入危

险之中，若有成瘾现象出现，他们会展现高自

制力的一面，不让自己沉迷于网络世界中。另

外，对隐私的注重也让高严谨性之大学生不容

易相信虚拟友谊，以及潜在的网络诈骗。

人格特征的宜人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

之耐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虚拟友谊依赖及

自我解禁四个构面呈现负相关，即宜人性越低，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耐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

虚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倾向则越高。研究者

推测，低宜人性之大学生攻击力较强，性格孤僻

且易怒，但他们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发泄负面的情

绪，于是在网络世界中攻击他人，做出与现实

世界中大相径庭的行为。

经过定量分析，研究假设验证见表 6。大

学生人格特征之外向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

各构面皆未达到相关水准，故假设 1不成立。人

格特征的开放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虚拟

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构面呈正相关，即开放性

越高，虚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之倾向越高，

故假设 2 成立，这一结果与罗天玉、丁道群的

研究不尽相同[22]。人格特征的情绪稳定性与网

络社交平台成瘾之所有构面呈负相关，即情绪

稳定性越低，网络社交平台的成瘾倾向便越高，

故假设 3 成立，这一结果与本研究探讨的所有

文献结果一致。人格特征的严谨性与网络社交

平台成瘾之重要性、强迫上网、耐受与戒断、否

定与违常及自我解禁亦呈现负相关，即严谨

性越高,重要性、强迫上网、耐受与戒断、否定与

违常及自我解禁倾向则越低，故假设 4成立，此

研究结果亦与许多前期研究相同[21][24]。人格特

征的宜人性与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之耐受与戒

断、否定与违常、虚拟友谊依赖及自我解禁四

个构面呈现负相关，即宜人性越低，网络社交

平台成瘾之耐受与戒断、否定与违常、虚拟友谊

依赖及自我解禁倾向则越高，成功验证研究假

设 5，此结果与李琼珍在 2014 年提出的研究结

果相似。

五、结论与建议

问卷调查表明，在大学生的人格特征中，宜

人性最高，情绪稳定性最低，且大学生在五大

人格特征上的表现有显著差异，皆达到显著水

准；在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倾向中，强迫

上网的得分最高，虚拟友谊依赖的得分最低，

即大学生在日常生活中离不开网络社交平台

的情况居多，但在网络社交平台上抒发感情的

情况却较少。根据研究结果，以下建议能够搭

建更健康的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

（一）建立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数据库

为防治与减少大学生网络社交平台成瘾

的行为，各高校应积极建设大学生网络使用行为

数据库，通过大数据分析了解大学生网络社交

平台使用现状，落实网络教育及成瘾之预防，

并定期更新数据库，以利后续研究发展。

（二）成立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中心

高校应重视网络社交平台成瘾课题，成立

网络社交平台成瘾中心。大学生应每年定期接

受人格特征及网络社交平台成瘾的问卷，并由

专业教师解说问卷。教师根据学生的性别、人格

特征提醒学生使用社交平台可能成瘾的行为，

以免学生沉迷于网络世界而危害其身心健康。

（三）开展网络社交平台健康教育

高校应在通识课程中加入网络社交平台

相关的健康教育，引起大学生重视。如网络社

交平台的教学可以增加网络社交平台使用的

正向、负向影响内容，使学生在了解如何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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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网络社交平台资源的基础上，学习如何避

免网络成瘾带来的身心健康或人际关系方面

的问题。

（四）丰富社团及学校活动

各高校应组织多元的社团活动，丰富大学

生的课余生活，减少大学生因害怕被边缘化、

寻找感情慰藉等原因而花费过多时间在网络

上的状况，增进大学生活动、社交、组织等多方

面能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

学生自身也应该注意正确使用网络社交

平台，适当减少使用时间，将网络社交平台作

为高效率的学习辅助工具，有意识地避免网络

沉迷的情况发生。另外，规律的作息能调整大

学生的身心健康。睡前尽量避免使用手机，这

样能促进褪黑素的生成，提升睡眠质量，进而

在白天的课堂之中投入更多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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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Personality Traits and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Addictive

Tendency of College Students

Chou Chuying1, Dong Yili1,2

（1.College of Education, Taiwan Chengchi University, Taipei Taiwan 116011;

2.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Culture, Huaqiao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With th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rnet, the network social platform is more and more popular among

young people. Social and entertainment activities in the form of the network are gradually replacing part of real

life, and there are more college students who are addicted to the Internet.In this study, 636 college students were

surveyed by using the Big Five Personality Scale and the Online social platform Addiction Scale to explore the re-

lationship between college students蒺 personality characteristics and online social platform addiction. Besides, sug-

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manage students 蒺 online environment.The results show

that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openness personality have a higher tendency to become addicted to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while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 conscientiousness, agreeableness and neuroticism are

shown to negatively affect the tendency of online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s.

Key words：college students; personality traits; internet addiction; social networking platfor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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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是由辽宁省

教育厅主管、沈阳师范大学主办的教育类学术期

刊。其前身为 1983 年创刊的《辽宁教育学院学报》及

《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 年底，国家新闻出版

署同意《辽宁教育行政学院学报》更名为《沈阳师

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这标志着《沈阳师范大

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正式创刊。从 2022 年开始编

辑出版。

创刊后的《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

坚持正确的办刊导向、舆论导向，遵守出版纪律、学

术纪律，使《沈阳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成为

开展国内外教育学科学术交流的重要桥梁，成为发

现、培养教育学科学术人才的重要园地。

“高等教育”“课程与教学”“比较教育”“职业教

育”“教育制度与政策”“教育经济与管理”“学前教

育”“教师教育”“教育史研究”“教育技术”“心理发展

与教育”等为本刊主要栏目方向，同时也根据具体情

况，不定期开设专题研究。本刊热诚欢迎专家、学者惠

赐优稿。

一、来稿要求

本刊来稿要求观点正确鲜明、论据可靠、论述清

楚、文字简练，具有学术性、创新性、实践性。投稿文章

以 10 000 字以上为宜。稿件内容包括：1.题名、作者姓

名、单位（全称与二级单位）及城市、邮编；2.摘要（200

字左右）、关键词（3个至 5个）；3.正文；4.参考文献、英

文摘要、作者简介与联系方式。

获得基金资助（科研项目）的稿件，应注明项目来

源、项目名称及编号。

二、参考文献规范及举例

每篇来稿不少于 7个参考文献，按照文献规范书

写，且与正文一一对应。

网络文献规范：［1］王放.论当下教育问题［EB/OL］

（2012-03-20）.［2012-05-20］.网址.

研究生文献规范：［2］朱婷婷.论幼儿园的师幼关

系［D］.呼和浩特：内蒙古师范大学，2013.

析出文献规范：［3］石头.美国道德现象解剖［G］//

江涛.国际道德分析与判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2：25-28.

期刊文献规范：［4］李原.组织中的心理契约［J］.心

理科学进展，2002（1）：108-113.

学报文献规范：［5］白钦先，程鹏.人民币国际化的

路径选择［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

（3）：25-29.

图书文献规范：［6］李英.留学生毕业论文写作教

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25-26.

译著文献规范：［7］迈克尔·桑德尔.公正：该如何

做是好［M］.朱慧玲，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37.

报纸文献规范：［8］陈凤莉.打造“网上共青团”［N］.

中国青年报，2018-06-19（1）.

三、投稿方式

本刊投稿系统尚在建设中，目前作者投稿请发送

至电子信箱中， 。

四、本刊声明

1.本刊对来稿有权做技术性和文字性修改，如作

者不愿接受修改请来稿时注明。本刊已许可中国学术

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在中国知网及其系列数据

库产品中以数字化方式复制、汇编、发行、信息网络传

播本刊全文。作者向本刊提交稿件发表的行为即视为

同意传播论文。

2.本刊稿件实行三审制。按照文字编审流程，对来

稿一律择优录用。来稿在两个月内未被通知，作者可

自行处理。

4.作者应保证对文章具有合法著作权，本刊不承

担由作者原因产生的著作权纠纷的任何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