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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 首·Juan Shou

因材施教，促进教育多样化

谈松华

大众化教育的兴起，通常被认为是由工业化引领的现代化进程所推动的结果。20 世纪的学校教育主要让年轻人为工

业社会做准备，使他们适应工业社会中科层制组织的准时、预先设计好的高度专业化工作，而工业化社会是以大规模生

产、大规模消费、泰勒主义的片断化工作流水线作业为特征的。21 世纪社会正在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一种新的工业制度正

在产生，这种制度主要以基于信息的新技术应用、灵活的专业化生产、以人为中心的扁平型组织、工人的责任与技能多样

化为标志。在此背景下，学校教育将继续培养有序高效的工作习惯，培养出具有较高技能水平和较高创造、创新能力的知

识型工人，同时增加灵活性，为每个学生提供选择的机会，以及以新的方式进行各种不同学习的机会。发达国家教育改革

的趋势是，为所有人提供适合个人教育的公平机会，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知识型劳动者”，并建立更能满足学生个性

化要求和兴趣发展的教育教学制度和机制。
我国属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现代化进程具有第一次现代化与第二次现

代化叠加的特征，社会对人才的需求更是多样化的，包括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

创新人才。从人的个性发展角度看，人才的层次、类型也是多样的。生理学和心理学告诉我们，人的禀赋与潜能是不同的。
哈佛大学心理学家霍华德·加德纳提出的多元智能理论指出，每个人的智能结构是不同的，教育要遵循儿童身心发展规律

和人才成长规律，关注学生不同特点和个性差异，注重因材施教，使学生的个性特长得到最充分的发展。满足学生个性发

展的教育必然是多样化的。教育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更新人才培养观念，树立多样化人才观念，尊重个人选择，鼓励个性

发展，不拘一格培养人才”。同时，为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让具有各种不同才能的人才脱颖而出，

是满足转型期社会教育需求分化的必由之路，也是解决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矛盾统一的良治之策。
奉行个性化教育，关键是推动教育多样化发展，满足学生不同需要和期待，形成人才辈出、拔尖创新人才不断涌现的

局面。个性化教育既可以通过学校教育中设定个性化的目标或教学路径来实现，也可以通过非正规教育和非正式教育系

统中灵活的学习路径来实现。教育多样化包括学校类型、办学层次、办学形式、办学主体和服务面向的多样化，以及人才培

养规格与培养模式的多样化。当前我国培养为工业社会服务人才的同质化教育体系，通过知识灌输、死记硬背和追求确定

性等做法，已经无法培养出能适应未来社会的建设者。必须打破单一的学术标准、单一的学历通道、单一的评价方法、单一

的学校类型等体制和模式，建立多通道的教育体系、多类型的学校系列、多尺度的评价方法、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
实现教育多样化发展，当前要重点注意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人才培养目标，包括课程设置、教学内容等方面要有更多

的弹性，考虑不同教育类型、层次、形式、区域的差异性需求。就同一个专业而言，不同的学校要能够培养不同层次、不同特

色的人才。这就要让学校有更多的自主权，来考虑学校定位、人才培养目标，办学特色。二是探索多种培养方式，建立以学

习者为中心的教学体系和模式。推进分层教学、走班制、导师制、学分制等教学管理制度改革，建立学习困难学生的帮助机

制，对优异学生在跳级、转学、转换专业以及选修更高学段课程等方面给予支持和指导。三是教育评价方式多样化。长期以

来，我国教育评价方式太过单一，以考试代替教育评价，分数和升学率成为评价学生、教师和学校的唯一标准，这是我国科

学教育评价机制缺失的重要表现。构建科学、公平的现代教育考试与评价体系，要尊重人的智能、个性差异，对学生进行全

面评价，关注学生的成长发展；从单一考试向多元评价发展，完善多元化评价和多样化选拔机制，拓宽学生和学校自主选

择的空间。四是学校办学体制多样化。目前已有公办、民办、中外合作等多种办学体制。公办教育作为政府生产并提供的公

共教育产品，立足于满足公众基本教育需求。同时，要立足于满足公众多元教育需求，鼓励社会力量兴办教育，发展民办教

育，促进学校竞争，激发办学活力。

（作者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发展战略学会学术委员会主任、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

（摘自《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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