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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化高等教育与素质教育有关系吗？ 乍一看，
二者之间好像还真的没有什么联系。素质教育思想提

出于我国高等教育精英化阶段，在大众化阶段得到进

一步的实施，但到目前为止，我国高等教育仍然处于

大众化发展阶段，所以，将二者联系起来讨论似乎缺

乏合理性的基础。 但如果透过表象，从我国高等教育

发展的趋势和需要看， 情况可能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根据相关研究 ［1］和国家高等教育发展规划目标 ［2］，在

未来两三年内我国将迎来高等教育发展的普及化阶

段，这也就是说，我们已经听到了普及化高等教育发

展的脚步声。试想一下，真的到了那一天，应该拿什么

思想来指导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 我们认为，素质教

育是在中国大地上生长起来的高等教育思想，是适合

今天和未来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要求的思想，前瞻性地

探讨素质教育与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相关问题，非

常必要。
一、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意义

普及化是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我

国也不例外。我国社会正处于向现代化和工业化迈进

的关键时期，推进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建设创新型国

家，必须发展规模更大、质量更高的高等教育。我国高

等教育总规模已经位居世界第一，形成了巨大的规模

优势，普及化发展将进一步增强我国高等教育的规模

优势。 但仅有规模是不够的，如果高等教育所培养的

人才素质不高，是不可能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发挥积

极促进作用的。因此，在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坚持弘

扬素质教育，以提高每一个学生的素质为基础，全面

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具有重大战略意义。
1. 有助于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 我国普及化

高等教育是超大规模的，它将传统上被认为大批不具

有接受高等教育能力和资质的人口吸纳进来，在扩大

高等教育覆盖面和容量的同时，也改变着高等教育的

内涵与外延。 所以，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需要有新的

认识，不能固守传统的高等教育思想。 普及化高等教

育不是低质量的高等教育，也不是少数人“圈养”、多

数人“放养”的教育 ［1］，更非一个标准下少数人通过、
多数人被淘汰的教育。而应是所有各级各类高等教育

质量都得到不断提高的教育，是每一个接受高等教育

的人都能得到应有发展的教育。素质教育不仅是全面

素质的教育，而且是覆盖全体学生的教育，还是包括

所有各级各类高等教育的教育。以素质教育思想指导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发展，可以避免畸重畸轻，杜绝在

高等教育发展中只片面地考虑少数学生发展、部分高

校办学、 个别层次或类型高等教育水平提高的现象，
而要兼顾所有学生、所有高校、所有各级各类高等教

育发展的需要，达到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目的。
2. 有助于发展个性化的高等教育。 普及化高等

教育发展的难点在于学生个体的发展和高校的特色

办学。 在精英化高等教育阶段，虽然学生个体的发展

也受到关注，但总体上教育模式是统一的，教育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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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致的，教育的标准和要求是相同的。 在大众化高

等教育阶段， 虽然统一的教育标准和方式有所松动，
开始向差异化和多样化方向发展，但由于传统的观念

影响甚深，精英化的质量标准常常对大众化高等教育

具有重要影响。我国现代高等教育发展只有 100 多年

的历史，在绝大部分时间里，就办学规模而言，高等教

育都处于精英化阶段，只是在近 10 多年里，才快速进

入大众化阶段， 而且奇迹般地开始向普及化阶段迈

进。 因此，可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大众

化只是一个短期的过渡阶段［3］，基本上还来不及形成

成熟的多样性的教育模式。如果不能建立适应每一个

学生的教育模式，那么，要想在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

全面提高高等教育质量，只能是痴人说梦，美梦虽好，
不能成真。所以，坚持弘扬素质教育，根据普及化阶段

高等教育生源的特点和教育要求，以每一个学生素质

的提高为根本目的， 建立个性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才

能实现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初衷。 只有这样，才能

发挥普及化的全纳功能， 不放弃任何一个大学生，从

而全面提高国家人口质量。
3. 有助于进一步加强高等教育适应国家经济社

会发展的能力。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有两个动因：一

是民众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二个是国家经济社会发

展对劳动者素质提高的要求。二者有联系，也有差别。
人们往往将前者视作内动力， 而将后者视作外动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更多的是外动

力作用的结果。这也就使得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

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更好地发挥高等教育

的社会功能。 恰恰在这个问题上，我国高等教育表现

得还不是很尽如人意，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

题还比较突出。 如果不解决好这个问题，发展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结果可能是消极的：要么进展缓慢，要么

严重地不适应社会需要，激化高等教育发展与社会需

要之间的矛盾。因此，坚持弘扬素质教育，提高包括专

业素质在内的大学生的全面素质，有助于增强大学毕

业生适应社会的能力，有效地缓解高等教育发展与社

会需求之间的矛盾冲突，从而使普及化高等教育能够

更好地促进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社会和谐、文明

与进步。
二、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特点

素质教育思想已经在我国精英化和大众化高等

教育阶段得到实践，因此，到了普及化阶段，它不是一

个全新的高等教育思想，在继承和保留前两个阶段思

想的合理内涵的基础上， 应当有更富有适应性的发

展。 普及化高等教育是平民教育，具有大规模、多样

性、个性化和社会化等特点［4］。 统计表明，世界上实现

了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国家（地区）共有 68 个，其中，高

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 80%的国家（地区）有 18 个，毛

入学率在 60%～80%之间的国家（地区）有 38 个，毛入

学率在 60%以下的国家（地区）有 12 个①。 据预测，当

我 国 高 等 教 育 发 展 进 入 普 及 化 阶 段 的 时 候 ， 将 在

2014 年总规模的基础上净增 800 万人左右， 我国高

等教育总规模将达到 4359 万人左右 ［1］。 要覆盖如此

庞大人口群， 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能得到应有的发

展，且适应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这必然对素质

教育提出新的要求。 那么，是不是有另外一种什么思

想，比如，通识教育、专业教育、卓越教育，或者“新工

科教育”，等等，能够取代素质教育，而成为我国发展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指导思想呢？ 我们认为，这些高等

教育思想都有其特定的适应范围，与素质教育思想不

在一个层面上， 它们所发挥的作用一个是局部的，一

个是全面的，大不一样。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素质教

育思想是指导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基本指导

思想，它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1. 中国特色。 素质教育是在中国高等教育实践

中生长起来的教育思想，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思想。 经

过 20 多年的发展，素质教育思想已经深入人心，深深

地扎根于我国高等教育，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发挥了

积极的促进作用。 在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史上，还没有

哪一种高等教育思想如此广泛地为人们所认同，我们

曾经向其他国家学习，借鉴和移植过一些国家的高等

教育思想、人才培养模式和高校办学制度，虽然它们

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产生过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并没

有一种思想能够长久地对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发挥影

响。据统计，当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时候，
我国高等教育总规模将会是美国的两倍以上，接近或

达到所有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的总规模。在一个人口众

多、发展水平差别巨大的国家，高等教育要解决的问

题与其他国家是不同的，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

目的是为了解决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问题，是为了满

足我国人民群众的需要。驾驭如此庞大规模的高等教

育，美国没有经验，欧洲更没有经验，只能靠我们自己

摸索。 要让我国高等教育解决我们的问题，不能寄希

望于任何一个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更不能依靠

其他国家的高等教育思想，因为任何思想都是在特定

① 根据 UNESCO UIS 公布的相关数据整理而得，http://data.uis.unesco.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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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环境条件下产生的， 离开了培育它的土壤，它

就丧失了赖以有效地发挥作用的基础。素质教育是在

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过程中产生的，是针对我国

高等教育发展存在的问题提出来的，有着极强的针对

性。 素质教育没有过时，对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

仍然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
2. 多样性。 我国高等教育已经发展成为规模庞

大、层次多样、种类复杂的社会系统，迈入普及化阶

段，上述特征将更加突出。 普及化高等教育不是精英

教育，也不是大众教育，它需要满足大多数适龄青年

接受高等教育的需求，进而满足大多数国民接受高等

教育的需求。这不是空想或臆想，而是事实。世界上有

18 个国家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超过了 80%， 这样高的

毛入学率绝不只是意味着高等教育规模的增长，它必

将带来高等教育性质的改变，包括高等教育结构的多

样化和复杂化，以及高等教育构成要素的多样化。 因

此，当我国进入普及化阶段的时候，而且随着普及化

程度不断提高，高等教育自身的多样化必将酝酿和产

生多样化的高等教育思想。素质教育就是这样一种具

有多样性的高等教育思想，能够包容各级各类高等教

育发展的需要。 它要求面向每一个学生，追求每一个

学生素质的提高；面向全面素质，要求每一个学生都

得到应有的全面发展；面向每一所高校，所有高校都

要提高人才培养质量。这样一种高等教育思想不会只

有一种教育标准，也不会只有一种教育模式，它要求

不同类型、不同层次的高等教育和高校在遵循其核心

意旨的同时，根据自身的特点和定位，决定自身的教

育标准，发展自身的教育模式，适应不同学生的发展

要求。所以，素质教育具有多样性，能够指导我国发展

普及化高等教育。
3. 适应性。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素质教育不是为

了孤芳自赏，也不是为了就教育论教育，它是要使高

等教育全面提高质量，增强适应性，从而更好地满足

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 可以说，素质教育是立足

于高等教育的发展，谋求学生素质的全面提高，以达

到高等教育的外向性目的。这与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

教育的目的是高度一致的。 进入普及化阶段后，我国

每年培养的各级各类高等教育毕业生将达到 1000 万

以上，如此庞大规模的新增劳动力无疑将有力地提升

我国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经济产业生产水平，促进

国家和社会转型发展。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我国经

济社会转型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普及化高等教

育发展的质量。在一个劳动力以中学毕业生为主的社

会，要实现转型发展，建设学习型社会和创新型国家，

都是不现实的。 高新产业的繁荣发展，并在国家经济

社会发展中占据重要地位，是以高等教育的普及化程

度为基础的，因为它要求其从业人员接受高质量的高

等教育，并且要求高等教育源源不断地输送优秀毕业

生，保证其人力资本始终保持在一个较高水平上。 素

质教育将使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拥有无限的社

会功能空间，提高高等教育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

应性，使二者之间形成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关系。
4. 文化性。 高等教育文化是在长期的实践中形

成的人才培养体系及其内在的支持体系，包括高等教

育思想以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等，人们一

般更愿意将后者，即影响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过程的思

想观念、价值观等看作是高等教育文化。如此看来，素

质教育本身就表现为一种高等教育文化，它是以素质

和质量为核心、由一系列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所构成的

一种文化形态。 从这个意义上讲，文化性是素质教育

的本质特征。 作为一种高等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价

值在于被用来丰富高等教育文化，其更大的意义在于

被用来取代另一种高等教育文化。 长期以来，我国高

等教育秉承一种专业教育思想，形成了一整套高度专

门化的人才培养体系，这种专业教育文化的影响是全

面而深刻的。 专业教育本身没有错，但过度的专业化

教育则使我国高等教育既不能满足受教育者个性化

发展的要求，又不能满足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高级

专门人才的需要。 40 年的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革，包

括人才培养模式改革、课程体系改革、学分制改革、选

课制改革、大类招生大类培养制度改革、双学位制度

改革、转专业制度改革，等等，都是针对过度专业化教

育问题的，也就是要改革专业教育文化，建立一种新

的高等教育文化。 尽管改革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要求相比， 仍有很大的差距。
素质教育着眼于每一个学生个性的充分发展和高等

教育质量的全面提高， 与 40 年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改

革相向而行。因此，以素质教育思想为指导，发展普及

化高等教育，有助于促进高等教育文化创新，建立以

素质教育思想为基础的新的高等教育文化。
三、普及化高等教育阶段素质教育的策略

素质教育从提出至今已有 20 多年时间， 所发挥

的作用有目共睹，但由于眼界、机制和传统的高等教

育文化的影响， 素质教育并没有完全发挥应有的作

用，尤其是作为一种新的高等教育文化的主导地位还

没有确立起来。 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应当准确把握

素质教育思想的精髓， 遵循素质教育的核心意旨，采

取有效的策略和措施，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改革，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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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教育在规模扩张的同时，建立素质教育导向的高等

教育文化。
1. 以素质教育思想整合其他高等教育思想。 思

想是行动的先导，是计划和实践的基础。 在未来一个

时期，我国高等教育发展主要面临两大任务：一是发

展普及化高等教育，二是建设高等教育强国。 普及化

高等教育的实现指日可待，只要按照现行的高等教育

发展节奏， 我国很快就能迎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时

代。 但高等教育强国建设却远非一日之功，需要持续

不断努力。 尽管两大任务表面上看是不同的，但实质

上是一致的。 我们不是要发展一个低水平、低质量的

普及化高等教育， 而是一个高质量的普及化高等教

育，这就是高等教育强国。因此，素质教育在完成两大

任务中担负着重大使命。应当积极推进高等教育思想

创新，牢固地树立素质教育思想的主导地位，并以之

为基础将其他各种高等教育思想统整起来，共同服务

于高等教育的改革与发展。 在以往的改革实践中，素

质教育往往还是孤立地单独发挥作用的，没有能够与

其他高等教育思想相融合，更少发挥主导作用。 高校

在推进素质教育的时候，常常是采用了一种打补丁的

方式，即成立文化素质教育中心，由该中心负责实施

素质教育，而教务处及其他相关部门则很少参与或基

本不参与。 不能成为总的人才培养的指导思想，不能

融入主流的教育教学过程中去，素质教育的作用非常

有限。这种做法不符合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和建

设高等教育强国的要求。要发挥好素质教育思想的作

用，应当在两个层面采取行动：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

是高校层面。 在国家层面，素质教育应当成为发展各

级各类高等教育政策的根本依据，各级各类高等教育

发展都要着眼于保证每一个学生的充分发展和全面

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在高校层面，素质教育应当成为

全校所有教育教学活动的核心指导思想，人才培养方

案、教育教学活动、师生教学行为、教学条件保障、教

育教学管理等都要保证素质教育的落实，也就是要建

立起以素质教育为导向的人才培养体系。
2. 完善以个性化教育为基础的人才培养方案。

普及化高等教育是个性化的教育， 没有个性化的教

育，普及化高等教育发展就不可能有稳固的基础。 进

入普及化阶段以后，高等教育不但规模大了，学生多

了，而且学生构成变得复杂了，求学目的和要求也各

不相同。在毛入学率 40%、30%甚至更低的阶段，高等

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远远没有普及化阶段那么复杂。普

及化不仅意味着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多了，而且还表明

高等教育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高等教育几乎与社

会每一个公民都发生了紧密的关系，高等教育必须使

每一个公民都得到应有的充分的发展，否则，就没有

实现其功能。为此，建立个性化的人才培养体系，保证

每一个受教育者得到应有的发展，就成为了发展普及

化高等教育的根本任务。我国高等教育一向一致性有

余、多样性不足，个性化发展不能说没有受到关注，但

实际效果非常有限。 我国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

解决个性化人才培养的问题。只有重视每一个学生的

发展要求，为每一个学生提供有利于其兴趣爱好得到

发展的教育，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才有了最可靠的保

障。 个性化教育的基础在于人才培养方案，我国高校

曾经对人才培养方案进行多次修订和完善，取得了一

些进展，但刚性过强的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各学科

和专业画地为牢， 各种教学计划和课程模块壁垒森

森，学生的选择往往被降低到了最小范围，这些问题

严重地制约了个性化教育的实现。 所以，改革人才培

养方案对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具有重要意义。改革可

以在三个方面持续努力：一是制订个性化的人才培养

目标。 以提高每一个学生的全面素质为目标，完善人

才培养目标与规格。 二是进一步淡化专业界限。 加强

不同学科、 不同专业课程和教学资源的交流与共享，
转变学科专业孤立办学的局面。三是建构以学生为中

心的教学模式。 在各教学环节的要求和标准中，将学

生的主动学习和全面发展作为基本要求，在所有教学

活动中予以贯彻落实。
3. 大力发展师生学习共同体。 素质教育不能只

是政策口号，不能只是文化素质教育讲座，更不能只

是课外文体娱乐活动和各种素质拓展活动，而应当是

普及化高等教育的灵魂，是各级各类高等教育人才培

养的指南，是高校各种具体的教育教学实践。 素质教

育要真正落到实处，归根结底，必须体现在师生的教

学行为上，因为只有师生的教学行为才能产生最终的

教育质量。如果师生的教学行为与素质教育的要求不

相符合，不管政策提得有多么重要，不管高校领导如

何努力推进，都是不可能有好的效果的。 我国高校师

生的教学行为存在严重的问题，教师为了教学工作量

而教学，学生为了完成学分要求而学习，教师讲、学生

听是两种基本的教学行为， 师生交流互动少之又少。
以这种教学状况迎接普及化高等教育的到来，结果可

想而知。 改革是当务之急，不但为了发展普及化高等

教育，而且为了提高当下的人才培养质量。 建立师生

学习共同体是改善高校教学过程中的师生关系，转变

人才培养模式，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举措。 师生

学习共同体是一种教学活动主体关系形态，师生以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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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成长、共同进步为目标，在课内课外、线上线下彼此

信任、相互交流、联系紧密、互动频繁、友好和谐 ［5］，共

同致力于高等教育目的的实现，从而达到每一个学生

成人成才、充分发展。 建立师生学习共同体既是师生

的事情，又不只是师生的事情。师生，尤其是教师应当

转变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思想，重视发挥学生

的主体性，放下身段，围绕学生的学习与发展，主动地

与学生建立交流互动频繁的紧密关系；学生要积极地

建设性地参与教学活动， 以提高个人全面素质为目

标，主动参加到师生学习共同体中去，发展良性互动

的人际交往关系。 与此同时，学校干部职工应当为师

生学习共同体的建立提供支持和帮助，为师生学习共

同体的活动创造条件。
4. 营造素质教育的文化环境。 素质教育既是纲

领，又是行动，是国家和各级各类高校发展高等教育

事业的纲领，是提高高等教育质量的实际行动。 对于

高校而言，实施素质教育，既要有思想观念的更新，又

要有人才培养体系的改革，还要有文化环境与氛围的

营造。 素质教育不是在真空环境下的实践，它所要面

对的不只是教育思想、培养方案、课程设置、学习行

为、办学条件等方面的问题，还有很重要的教育传统、
师生员工的心理预期和心理定势、师生员工的行为习

惯以及社会心理、社会舆论等方面的问题。 前者往往

可以通过正式的改革文件和行为逐步予以解决，后者

则存在对象不明、作用不定且不易感知、难以把握的

特点，所以，解决起来要更棘手一些。这就是所谓的文

化环境。要推进素质教育，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必须

加强文化环境建设，营造有利的环境，提高高等教育

改革与发展的成效。 营造优良的文化环境，高校要立

足自身，在全校倡行全面素质教育，创建风清气正的

校风，创造干事创业的氛围，建立公平合理的激励机

制。 与此同时，高校还应当加强与社会各方面的联系

与沟通，主动宣传改革宗旨、实施进展和相关成效，用

积极的舆论引导社会公众，争取社会支持，为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更好地满足发展普及化高等教育的要求

创造有利的社会环境。
（别敦荣，厦门大学高等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高等教育质量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教育研究院

副院长、教授，福建厦门 361005；夏 颖，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福建厦门 36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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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kind of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uzhi Education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which mainly reflects in following aspects: helping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in an all-round way, developing personalized higher education and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o adapt to the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uzhi
Education at the stage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has the obvious natures of diversity，adaptation, culture and so
on. At the stage of popular higher education, we could adopt the following strategies to carry out Suzhi Education:
integrating other higher education thoughts with Suzhi Education thought, improving talent training programs
based on the thought of personalized education, developing the teacher and student learning community
vigorously, and fostering a cultural environment of Suzhi Education, 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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