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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走出素质教育的误区，培养“有教养”的青少年
连红芳

（威海职业学院，山东 威海 264200）

摘要：当前青少年素质教育走入了一个误区。本文介绍了素质教育的内涵和要求，分析了导致素质教育误区的三个原因，包括家庭、

学校、社会教育的对立，德、慧、智教育的脱节以及信仰的缺失。并提出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做好“家、校、社”教育和加强信仰教育

解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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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教育，是一种以人本性格为基础，调动人的主动精神来

开发智慧潜能、健全个性的教育。素质教育的目的是让人充分认

识自己，最大限度发挥自主最优潜能来处理事情，包括培养创造

性能力、自学能力、良好的社会公德、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正

向的劳动观念审美观念、终生学习习惯能力等。目前素质教育的

误区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的忽视以及带来一系列消极被动的后果。

所谓人文素质，是指由品行、知识、能力、理念、意识等多

种因素综合而成就的内在品质，表现为一个人的人格、气质与修养。

人文素质教育致力于人类在漫长社会发展中所积累的智慧经验陶

冶人、教育人，注重对真、善和美的理解。他能潜移默化地使人

能洞察人生的目的与意义，找到正确的生活方式。当前国内的素

质教育在教育理念上存在着诸多误区，制约了人文素质教育的传

承和发展。

一、素质教育的误区分析

（一）家庭、学校、社会教育的对立

首先在孩子的教育培养过程中，家庭、学校和社会是成长环

境主体。当家庭、学校和社会共同合力教育，孩子才能是健康健

全。目前问题是家庭变成了孩子的“避难所”，父母是孩子的“护

卫兵”，学校是孩子的“炼狱”。家长站在学校老师的对立面，

指责学校教育问题的同时纵容孩子的“为所欲为”。学生打骂老师、

暴力对抗老师，公开挑战教育的职业尊严和底线成了时尚潮流。

家长和老师成了“敌对”状态，造成了教育的非正常发展。

其次学校教育在社会实践中的屡次挫败感，让学校教育无所

适从。学生在学校里被教育尊老爱幼，事后却被当事人诬赖为事

故的肇事者。学校教育的真、善、美，正直、诚实、守信，在社

会实践中却次次被愚弄。社会教育直接推翻学校教育的模式，让

真正恪守仁义礼智信的“正人君子”在社会中反而没有地位，没

有发言权，人生充满血和泪的教训。

（二）德、慧、智教育的脱节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古人很早就揭示了“德”在教育

和学习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意义。“德”，是指道德品格，是超

越宗教观念的全民道德信仰和道德信念。道德是精神系统最好的

食粮，是真正的上善能量，是科学创造力的动力，是生命慧识和

知识的源泉。道德的品质的形成和人类先天慧性及后天智能，是

一个统一协调完美的系统。“慧”，是先天性本性的认知。“智”，

是后天学习的每“日”所“知”。人类后天智识和知识是极其有

限的根本。目前品德智慧教育严重脱节，不能达到一致合力教育

的目的。

（三）信仰的缺失

信仰是人的心灵被某种主张、说教、现象、神秘力量等说服

而在意识中自动建立起来的人生价值观。信仰是一种信念、是心

灵的产物，而不是宗教或政党的产物。信仰是个人的意识行为，

包括共产主义信仰、天人合一信仰、上帝信仰、神佛信仰、科学

信仰等。对金钱、权利、地位、名誉等的痴迷和崇拜是一种暂时

的人生态度，不是信仰。信仰从本质上可分成两类，一类是有神

论信仰，另一类是无神论信仰。我们的信仰是马克思主义，马克

思主义又叫科学社会共产主义，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

彻底解放的学说。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当前的社会中，我们不难发现一个现象，越来越多的年轻人

没有信仰，对正念的真善美信仰持怀疑态度，甚至表现出信奉短

时消极享乐主义的人生价值观。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一现象？

1. 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

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念趋向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许多年轻人

过分追求物质利益和个人成功，忽视了精神层面的提升，对集体

和社会的责任感淡漠。个人主义的盛行，让许多年轻人只关注眼

前的利益，忽视了长远的人生价值和意义。

2. 社会发展速度快和信仰教育缺失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各种文化与思想交流更

加频繁。年轻人面临多种信仰体系的交汇、多种文化价值观混合

的多元化冲击，感到迷茫和无所适从，甚至产生信仰的混乱。对

信仰的重要性缺乏认识，信仰教育缺失，享乐主义思想就占了上风。

3. 网络环境的负面影响和传统文化的遗失

由于网络普及和短视频流行，年轻人的信仰更容易受到虚拟

世界的影响。网络上各种负面信息与极端言论的传播，对年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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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仰造成冲击，使他们对信仰产生怀疑和动摇。由于现代社会

的高速发展，年轻人在享受现代文明的同时遗失了传统文化的学

习。许多年轻人并不了解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和价值观，忽视本

土文化中蕴含的宝贵信仰资源。

4. 家庭与学校教育的失职

家庭和学校教育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然而，

现实中有些家庭和学校过分关注孩子的学习成绩，而忽视了道德

与信仰的培养。另外很多家长和老师也存在信仰缺失，这种教育

失职导致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缺乏信仰的引导与支撑。

二、走出素质教育误区的策略研究

（一）树立正确的素质教育观念

要走出素质教育的误区，首先必须树立正确的素质教育观念。

这要求教育行政部门、学校领导、教师、家长以及社会各界共同

转变观念，真正认识到素质教育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具体而言，

应强调教育的根本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而非仅仅追求高

分数或某项技能的突出表现。同时，应倡导尊重每个学生的个性

差异，鼓励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潜能发展，而不是按照统一的

模板塑造所有学生。此外，还应加强对素质教育理念的宣传和普及，

使更多的人了解并支持素质教育的实施。

（二）构建多元化的评价体系

为了克服“重分数轻能力”的倾向，需要构建一个多元化的

评价体系。这个体系应该包括学生的学业成绩、创新能力、实践

技能、团队合作精神、社会责任感等多个方面。在评价方式上，

除了传统的笔试外，还可以采用项目作业、口头报告、实验操作

等形式来考核学生的综合能力。同时，应鼓励学生参与社会实践

和服务活动，将其作为评价学生综合素质的重要参考。通过这样

的评价体系，可以更全面地反映学生的能力和潜力，同时也能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动力。

（三）加强师资队伍建设与专业发展

教师是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力量。因此，加强师资队伍的建

设与专业发展对于推动素质教育至关重要。首先，应提高教师的

待遇和社会地位，吸引更多优秀人才投身教育事业。其次，应加

强教师的职业培训和发展，定期组织教师参加各类研修班和学术

交流活动，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和专业水平。此外，还应鼓励教

师进行教学创新和科研工作，为他们提供必要的支持和资源。通

过这些措施，可以建立起一支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为素

质教育的实施提供坚实的保障。

（四）优化课程内容与教学方法

课程内容和教学方法是实现素质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因此，

应根据素质教育的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在课程设计上，

应注重跨学科的综合教学，打破传统学科之间的界限，促进学生

的知识融合和应用能力的发展。在教学方法上，应采用启发式、

探究式等现代教学方法，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主动性。同时，

还应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手段改进教学过程和管理方式，提高教学

效率和质量。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可以使课程内容更加贴近实

际需求，教学方法更加符合学生的学习规律和发展特点。第五章 

家庭与社会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三、培养“有教养”青少年的策略

（一）加强人文素质教育，做好“家、校、社”教育的一致

性

培养目标的第一位应是育“人”，确定人文素质教育的基础

地位。培养有理智、有理念、有理想、有社会责任感和事业心的人，

有文化知识和创造能力的人，有志有为、德才兼备、身心健康的人。

同时注重在高校中渗透人文素质教育思想，做好课程设置工作。

提高他们适应环境的生存能力和自我发展能力。学校可采取限定

选修的方式让学生修习一些哲学、文学和历史以及心理学、艺术、

思维方法等综合性和方法论课程。还可以在专业课的教学中注意

渗透人文教育，引导学生关注历史、社会和文化，增强他们关心

人类前途的责任感以及为之献身的精神。

（二）加强信仰教育

面对年轻人普遍缺乏信仰的问题，我们应该从多方面着手解

决。首先，学校和社会要重视信仰教育的重要性，加强年轻人的

信仰教育培养；其次，家庭和学校要关注孩子的全面成长，让他

们从小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注重培养他们的道德观念与

信仰意识；同时，政府和社会组织也应该加强对传统文化的宣传

和教育力度，让年轻人在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引导年轻

人树立正确的信仰观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引导年轻人在追求

个人价值的同时能做一个“有教养”的人，也能关注社会与他人

的利益，共同构建一个和谐美好的社会。

四、结论

走出素质教育的误区，培养“有教养”的青少年是一项长期

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教育者、家长以及整个社会的共同努力。通

过正确认识素质教育目标、优化教育方式和完善评价体系等多方

面的举措，能够使青少年在品德、行为、文化素养等多维度得到

全面发展，成为具有良好教养的社会公民，为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贡献积极力量，同时也能更好地传承和弘扬优秀的文化与道德传

统，推动人类文明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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