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素質教育：不應沉寂的主題

梁　紅 *

華中科技大學

人的素質，似乎是個很奇妙的東西。它無法測量，也沒有明確的

評價標準，但我們往往在與某個人初次見面後，便很肯定地判定：這

個人素質不錯。或是在與專業人士打過交道後，由衷地感慨：到底	

是訓練有素！那麼，這個很可意會卻難以言傳的「素質」究竟是甚

麼？素質是如何形成的？素質教育的真諦是甚麼？筆者根據自己的	

理解，嘗試在本文中回答這三個問題。

一、甚麼是素質

對於素質，完整的理解應該包括兩部分：一是人與生俱來的資

質，主要受先天遺傳因素的影響，如氣質、稟賦、體質、性情等自然

素質；二是後天形成的社會性特徵，主要受環境、教育等因素的影

響。從素質的本意而言，它是一個中性詞。比如，一個職業殺手，槍

法高明、冷酷無情，以殺手的標準來衡量，無疑是「高素質」的。	

但當素質與教育相關聯時，就成了一個褒義詞，一般指好的素質。人

的天性中隱含著「惡」，也蘊藏著「善端」，教育的作用就是「隱惡揚

*	 華中科技大學政治教育系副教授，教育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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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擴大人的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是非之心，使素質向

「善」的方面發展。

從日常話語中可以看出人們樸素的「素質觀」，比如，「我不是讀

書的料子」，「他有音樂細胞」，「趕鴨子上架」等。可見，先天素質

的重要性已成為常識。「適當的溫度可以使雞蛋孵出小雞，而不能使石

頭孵出小雞。」1　人生來就有的那部分「素質」，就好像埋藏在地底下

的礦藏，是金是銅是煤是油很難變更。現在很多家長，頗有人定勝天的

決心，想把在語言方面資質平常的孩子培養成文學巨匠，相反卻埋沒

了孩子在數學方面的特長，這與到煤礦裏面挖金又有甚麼不同呢？

先天素質是內因，內因是變化的根據，後天的教育也是建立在先

天素質基礎之上的，但遺傳並不能決定一切，因為外因是變化的條

件。涂爾幹（Emile Durkheim）十分欣賞蘇格蘭哲學家和心理學家貝

恩（Alexander Bain）的一段話：「偉大的語言學家的兒子沒有繼承其

父的一個詞；偉大的旅行家的兒子，在學校的地理學科上可能不如礦

工的兒子。」2　他認為，兒童通過遺傳所得到的只是一些很一般的能

力，這些先天因素並不能決定兒童的前途，只是提供了一種發展的可

能性。與其說是遺傳基因造就了孩子的命運，不如說家長對孩子的潛

移默化和學校教育、社會教育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研究者因為側重點不同而形成了對素質結構的不同劃分方法：有

學者按人的素質的發展層次把素質分為自然的生理素質、心理素質、

社會文化素質。� 有學者認為，素質可以包括這樣幾個方面：思想道德

素質、科學文化素質、身體素質、心理素質和生活技能素質。�　這種並

列結構，是考慮到隨著學生年齡、學齡的增長，由生理心理自然發展

1	 劉懷俊：〈論素質教育的哲學基礎〉，《廣西社會科學》，1999年第�期。
2	 張人杰主編：《國外教育社會學基本文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1989年），頁18–19。
�	 班華：〈素質結構、教育結構、素質教育〉，《教育研究》，1985年第5期。
�	 顧明遠：〈提高民族素質，迎接二十一世紀挑戰〉，《中國教育學刊》，1996年第

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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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主的層面，逐步提高到社會文化促成發展為主的層面，以至全面協調

創造發展為主的層面。研究個體在某一個階段的素質發展，用並列結構

更能直觀地說明問題。並列結構的其他劃分還有「德智體」三分法，

「德智體美」四分法，「德智體美勞」五分法等。還有學者認為，素

質是個體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結果，是一個複合結構。它既是人類種族

繁衍過程中代代相傳的積澱，同時也是個體自我與環境相互作用的產

物。從這個角度來看，對於任何一個個體，其素質都包括兩個方面：

原生素質（內源性素質）與衍生素質（外源性素質）。5

總之，關於人的素質，有要素說、結構說、統一說等。人的素質

是一個系統，系統由要素構成，要素按一定的結構組成系統。品德、

智力、體質、審美、勞技等是素質系統的要素，它們各按生理、心

理、社會文化等層面由低到高構成。人的素質是形成物，對素質結構的

不同看法只是視角的不同造成的。要想深入分析人的素質，只有從動

態的形成過程入手。

二、素質形成的關鍵環節：內化

在信息激增的時代，知識以日新月異的勢頭持續增長，與其總體

相較，能活用知識的智慧又取得了多少進步呢？「知識即智慧可說是

一個錯亂的想法。知識誘導智慧，是啟迪智慧之門，但知識本身決不

是智慧。」6　知識是外在於人的東西，是材料、是工具、是可以量化的

知道。必須讓知識進入人的認知本體，滲透到人的生活與行為。當一

個人很自然地按本心去做了，素質也就不知不覺形成了。僅僅是從字面

上了解了一些知識，停留在知識層面，不能算是真正的「知道」，只有

5	 曹中平：〈兒童素質發展的內化—外化雙重建構模式－素質教育時間模式初探〉，	
《湖南師範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1年�月。

6	 戶田域聖先生語，轉引自池田大作：〈哲學的作用〉，收入《池田大作思想小品》	
（上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頁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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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價值觀、信念、概念和態度組織在一個內在和諧的系統之內，完成

了一個階段的內化，知而行之，才稱得上「素質」。

知識只有被內化了，才能舉一反三，觸類旁通，運用自如，才形成

智慧。目標只有融進自己的情感、意志、信念，才可以稱得上理想。內化

是素質形成過程中量變到質變的飛躍，它標誌著素質的形成（因為外顯

行為有可能是違心的、偽裝的，反倒無法完全作為素質形成的判斷依

據）。內化本身是一個主體建構的過程，是一個認識、體驗、再創造的

過程，但它在素質形成過程中是一個關鍵環節，是否實現了個體的內化

是衡量素質教育成敗的重要因素之一。從知識到能力，需要的是方法、

技巧、訓練，勤學苦練，熟能生巧。從能力到素質，需要的是情意、靈

魂，用心體悟才能得「道」。情意是人的本能，只能加以調理、順導、

培育，而不要妨害、攪亂它。「治大國如烹小鮮」，調順本能也如烹

小鮮。程序化、大一統、千篇一律地灌輸無疑是引起學生反感的「毒

素」。由「讀書窮理」到「致良知」，需要不斷地通過「習」（習性，

後天獲得的社會本性）去繼「善」，「繼之則善矣，不繼則不善矣，天

無所不繼，故善不窮，人有所不繼，則惡興焉」。7

由此可見，人汲取知識，提高能力，養成素質，每一次轉化都有

一個由外到內逐層深入的內化過程，素質形成的關鍵在內化。綜合社

會學、心理學關於內化的定義，結合高等學校素質教育這一研究背景，

我認為可以按照文化�教育�人的思�，從四個層次來理解內化：�教育�人的思�，從四個層次來理解內化：教育�人的思�，從四個層次來理解內化：�人的思�，從四個層次來理解內化：人的思�，從四個層次來理解內化：

1.	 人類社會文化的傳承，要靠新一代內化已有的文化成果、社會規

範、價值標準。在這個「傳承文明、開拓創新」的過程中，內化

的主體是「類」，內化就是「類主體」社會化的過程。

	 　　社會、學校、家��同作為從文化到教育的中�。對�兒來社會、學校、家��同作為從文化到教育的中�。對�兒來

說，主要是家�教育，對大學生來說，剛進校時，家�教育的影

7	 王夫之：《船山全書》(第一冊)（長沙：嶽麓書社，1996年），頁1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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響與大學教育的影響此消彼長，臨近畢業，社會教育的影響逐漸

加強。

2.	 在學校教育中，文化以系統的、分門別類的學科的形態出現，

內化的主體是「群」，內化就是受教育者接受學校教育的過程。	

學校作為組織機構，是從教育到人的中�，其中教師是學校的	

「代言人」，是個體化的中�。

�.	 在學生接受教育的過程中，內化的主體是個體，經過選擇和	

組織、固化的學科知識是中�。內化就是學生學習和吸收科學文化

知識的過程。從知識到素質，能力是中�。

�.	 個體內化的宏觀層次：從量變到質變的漸變��變過程。個體內��變過程。個體內�變過程。個體內

化的微觀層次即宏觀層次中的�變環節，�變作為素質形成的關

鍵環節，並非是一瞬間，如果對這個過程作靜態分析，可以劃分

出認知轉化（知識結構�認知結構）、智能轉化（認知結構�能�認知結構）、智能轉化（認知結構�能認知結構）、智能轉化（認知結構�能�能能

力）、知行轉化（智能�素質）三�內化過程。�素質）三�內化過程。素質）三�內化過程。

教育過程不僅是一個傳授知識的過程，更重要的是一個內化的過

程。如果用人的消化機制與內化機制作比較，我們看到：正如食慾對

於消化十分重要，求知慾是內化的前提。只有有食慾的人，才會吃得

津津有味。一個人有強烈的求知的慾望，有好奇心，有興趣，有內心

的驅動，他才會努力去學習各種知識、汲取多種養料。豐富的知識就

像五花八門的食物，食物搭配得好，有助於消化吸收，知識結構合

理，有助於內化的進行。一副好的腸胃是消化機制的物質基礎，有人

吃得不少，卻顯得營養不良，是因為腸胃功能不佳。人的感知能力，

就是內化的「腸胃」。敏銳的觀察力、深刻的洞察力、準確的判斷

力、豐富的感受力、強烈的直覺等等，都是內化的基礎。食物需要通

過咀嚼才能進入食道，牙齒與唾液功不可沒，知識也需要大腦思考、

選擇，才能為人所用，這其中去粗取精、去偽存真的工作要靠思維	

來完成，興趣則是使之順利進行的唾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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俗話說：「一口氣吃不成大胖子」，消化吸收是一個反覆進行、

日積月累的過程，內化也是同理。沒有一步到位的內化，沒有無中	

生有的內化。內化是在已有基礎上，通過知識的吸納、思想的碰撞、

感覺的刺激等多方面的活動整合而成。觸類旁通、舉一反三式的內	

化需要更為豐富的知識與體驗作為支撐，認知結構愈完善，愈容易相

互聯結、相互轉化。在這個過程中，正如人吃了東西要多運動以助於

消化，內化的進行依賴於人的勤於思考、勇於創新。經常動腦筋、	

想問題，把不同的事物、不同的知識點、多方面的感受綜合起來考慮

的人，內化得更好、更深入。

教育一詞（education）可以指「引導」（educer，即引出，發展自

身潛力），也可以指「教導」（educare，即訓練或塑造，使外部標準

內化）。受教育者主體的內化與發展既不是外在力量的單向塑造，也

不是人自身內在「種子」的自然生長，而是主體對外在影響（包括引

導和教導）的能動的建構。內化是素質形成過程中漸變與�變、漸悟

與頓悟的統一，是個體素質形成的關鍵環節。學生素質形成的發展水

平，在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主體內化的質量。

三、素質教育的真諦

素質教育不是一種教育模式，而是一種教育思想，這一觀點已被

人們所接受，那些僅靠增加幾門選修課，開展幾項文體活動而實施素質

教育的行為已受到批評。那麼，甚麼樣的教育是符合素質教育思想的教

育？素質教育的真諦是甚麼？我認為，以下兩點不失為一個評判標準。

（一）	尊重差異，崇尚個性

哈佛大學零點項目的創始人霍華德�加德納（�加德納（加德納（Howard Gard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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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多元智能》� 　中，對人的智能做了七個方面的劃分，研究表明，

智商只能測試人在語言和數理邏輯方面的智能，還有其它一些智能如

音樂、人際交往等也決定著人的發展方向和發展潛力。教育者應該明

確的是：學生發展的起點、速率、方向均有所不同，學生的發展具有

不完備性、非同步性、多傾向性。尊重差異，崇尚個性，教育有了這

樣一個出發點才能避免在教育過程中用同一標準、同一模式去培養學

生，才能像當年蔡元培先生一樣把教育作為「養成人格之事業」。

把教師比做辛勤的園丁的確是個妙喻，但園丁們很少奢望仙人掌

散發玫瑰的香味，也不會強求石榴結出向日葵的果實。他們所做的

是：給種子培以不同酸鹼度的土壤，施以不同性質的肥料，在種子發

芽後，喜陰的給以蔭凉，喜陽的給以陽光，新鮮的空氣加上適時的灌

溉，一個聰明的園丁會為�苗提供適合於它的良好的生長條件，在花木

傾倒時予以支撐，側枝過多時予以修剪，「順木之天，以致其性」，9　這

也應該是育人的道理。

（二）注重發展，促進內化

從先天素質而言，素質教育應該注重開發天資，挖掘潛能。從素

質的後天養成而言，素質教育應該創設情境，促進內化。

大學生在很多方面受到了遺傳、家�教育、中小學教育的影響，進

校時已有了各不相同的心理背景，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在大學期間除了

學習專業知識和技能之外，身心的發展是一片空白。有些高中教師把學

生進大學一年後發生的變化叫做「脫胎換骨」，這是因為大學的學習、

生活的特點，使得學生的自主性得到充分發揮。集體生活方式、同輩

8	 沈致隆譯，霍華德•加德納著：《多元智能》（北京：新華出版社，200�年）。
9	 柳宗元：〈種樹郭橐駝傳〉，收入《柳河東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年），頁�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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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體之間的影響、豐富的學習資源、便捷的信息交流，為學生的成長變

化提供了有利條件。對於現階段我國的大學生而言，進入大學學習，離

開了老師的監督、父母的照顧，沒有了高考指揮棒的壓力，投入同輩群

體的相互影響之中，無疑意味著一種新生活的開始。這一轉變對獨生

子女來說，意義更為重大。在父母身邊時，他們很少操心衣食住行，

但也很少有機會自己做決定，獨立地解決所遇到的問題。大學生嘗試

著自己做選擇並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進大學之前，對他們成長影響最

大的人依次是家長、老師、同學、朋友、兄弟姐妹，但是上大學後，

他們更願意在同學和朋友中尋求幫助。他們開始「站起來」，站到了

與父母、老師平等的位置，從「半個大人」到「大人」，這是一個質

的飛躍。大學生是一個「自我建構者」，也就是說，大學生在局部的

知識學習或者在整個人生的設計上是自主建構的。

很多人悲觀地認為，一些大學生在進校之前，就像發育不良的種

子，長到了一定程度，已經基本定型，進大學算是移植到了良好的	

環境，但為時已晚。雖然也可能成材，但至少已較難成為參天的棟樑之

材。在大學教育階段提素質教育，似乎是有點「無能為力」了，其實	

不然。一方面，大學生仍有很強的可塑性。人的素質主要是在後天的

社會環境和教育訓練中形成的。由於中國的特殊國情（獨生子女、應

試教育、文化傳統），延遲了青少年素質的發育、成熟。大學教育在

這樣的情形之下，注重學生潛能的發展，為學生綜合素質的提高創造

條件，意義尤為重大。另一方面，素質養成是終生的，無止境的。亡

羊補牢，為時不晚。

目前，由於高考指揮棒的影響，素質教育在中小學，尤其是經濟

欠發達地區的中小學，難以真正推行。在大學，承受嚴峻就業形勢的

本科生，忙於考證考�，似乎也無暇顧及自身素質的提高。在各種報

刊上，有關素質教育的話題也開始沈寂。其實，真正的教育就是素	

質教育，注重素質的教育是永遠也不會過時的。素質教育不是供臨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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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標本，不是標準的行為模式，而是一種實踐精神、一種教育思

想。其實質是尊重差異，崇尚個性，注重發展，促進內化，使每一

個學生在原有的基礎上獲得最大程度的發展。這是全部教育智慧的靈

魂，也是素質教育的真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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