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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

年）》第三部分谈到“深化教育体制改革，关键是更新

教育观念，核心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目的是提高人才

培养水平”。要实现这一要求，需要教育内外共同担当，

多管齐下。今天我只谈一点：转变人才培养方式。

第一，要坚持面向全体。面向全体是推进教育公平

的需要，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人的创造力的张扬

和人的创造力的普遍化，是时代的要求。从培养创新人

才的角度来说，只有在深厚的、普遍的创新能力的基础

上，才可能培养真正优秀的拔尖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

离不开普遍具有创造能力的海洋，离不开全社会创新智

慧的影响。基础教育在创新能力的培养中起着更为关键

的作用。而在基础教育阶段，培养人的创造力，一个必

然的要求就是要面向全体。

面向全体和因材施教是什么关系呢？只有真正面向

全体，才能因材施教。面向全体不是一刀切，而是因材

施教。如果是一刀切，一定是有的孩子吃不了，有的孩

子吃不饱。如果我们的教育针对每一个孩子的发展，让

他们能走的就走、能跑的就跑、能飞的就飞，这不是更

好地面向全体吗？这也是规划纲要说的为每一个人、每

一个孩子提供适合的教育。

第二，要坚持德育创新。德育创新是全面贯彻教育

方针的需要，也是培养创新人才的需要。能力宛若发动

机，道德就是方向盘。所以，要重视德育。重视德育，

关键是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实效性。我们要把德育

融入学校课堂教学、学生管理、学生生活全过程，创新

德育观念、目标、内容、方法，充分体现时代性，准确

把握规律性，大力增强实效性。要提高德育的实效性，

我们就必须回到基础、回到生活、回到实践、回到人

本，着力提高学生服务国家、服务人民的社会责任感。

第三，要坚持能力为重。创新实践能力是我们教育

改革的重要方向。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都和能力有关

系。对我们教育的评价，一种人认为我们的教育是最好

的教育，完美无缺；另一种人认为一无是处。这两种认

识都是不客观的。成绩不说跑不了，问题不说不得了。

当前，基础教育有三个顽固的堡垒：对记忆的过分

强调、对标准答案的过分重视、对分数的斤斤计较。这

些仍然是教育中的铜墙铁壁。标准答案的背后，体现的

是一种思维方式，体现的是惯性的巨大力量，也折射了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成立短短 10年间，相继获得“安阳市教育工作先进区”“河南省义务教育均衡发展先进

区”“河南课改先锋”“全国教育改革实验区”“全国十大区域课改样本”等多项殊荣。2013年 5月 25日～26

日，由教育时报社和安阳市殷都区教育体育局主办、本刊和《教育周报》协办的第二届河南省课改先锋论坛暨

“主体多元·立体育人”殷都模式观摩研讨会隆重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千余名教育同仁齐聚该区，亲身感受殷都

教育改革的独特魅力。会议期间，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银付博士，上海市浦东教育发展研究院院长、

上海市建平中学原校长程红兵分别作了精彩的报告，并且举行了“主体多元·立体育人”沙龙研讨活动……现将主

要内容刊载如下，以飨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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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付

杨银付

5



[2013 年第 6 期]

高端论坛

现实中评价制度的制约。

长期以来，我们的教学中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以学科

为本、知识为导向的价值倾向。知识之所以重要，不是

因为它本身，而是因为它是我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

阶梯。教育教学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培养能

力。对知识的掌握很重要，但是应该进一步发挥它启迪

思考、开发想象力的工具性、支持性作用。

第四，要坚持学生为本。在这一点上，殷都区所探

索的“主体多元·立体育人”模式，我非常赞同，因为

他们都是站在学生的立场上去设计的。教育弘扬两种精

神：一是尊重孩子，二是依靠学生。尊重学生，要在教

育过程中更加注重培育学生的主动精神。现在孩子大都

是独生子女，父母对子女的期望值特别高，望子成龙、

望女成凤心切，对孩子成才的要求不断拔高。“不要让

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对刘翔重要，但是对于人生的长跑

来说并不重要。输在起跑线上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赢

在终点，走得更远。有人把成功的关键要素归结为 8 个

字：兴趣、热情、持之以恒。而兴趣是热情的基础，又

是持之以恒的支撑。所以，培养兴趣是最为重要的。

当前教育存在“四多一少”的现象，上课多、作业

多、考试多、补课多、睡觉少。调查表明，40%的孩子

睡眠不足 7 小时，20%的孩子睡眠不足 6 小时。学生的

负担这么重，谈什么创造性的培养？学生近视率上升，

小学生近视率 40%，初中生 67%，高中生 79%。教育的

近视导致了人的近视。学生负担过重，这个题难解，但

是有解，就是要自上而下做起，建立对地方党委政府科

学的考核体系。我们要把学生当作学校的主人、学习的

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主动性，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作

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比如，殷都区提出

“人人成为最佳的我”，就是要关心每个学生，促进每个

学生主动地、生动活泼地发展。

第五，要坚持教育家办学。办教育必须遵循教育规

律。培养创新型人才靠的是教师。教师是教育中的第一

资源。高质量的教师是建设高质量教育的关键。“要培

养一支德才兼备的教师队伍，造就一批杰出的教育家”，

国家对教师队伍建设非常重视，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许多需要的东西我们可以等待，但是孩子不能等，

他的骨骼正在形成，血液正在生成，心智正在发育。对

孩子我们不能说明天，他的名字是今天。

有一个好教师，就能带出一群好学生；有一个好校

长，就能成就一所好学校；有一批教育家，就能撑起国

家和民族的未来。其实，教育家并不遥远，教育家就在我

的身边，教育家就在我的面前，教育家就是咱们大家。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教育学

博士）

实话实说，我对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的教育还没有

进行深入了解，所以不敢点评，只能从面上谈自己的一

点粗浅看法。安阳市殷都区区委书记李南沉说了一句

话：“在我看来，判断是不是真正以生为本的校园文

化，唯一的标准就是‘用谁的眼睛看世界’。用孩子的

眼睛看世界，应该作为学校做任何事情的标准。”

我觉得这段话讲得非常好。我们做校长和老师的，

“用谁的眼睛看世界”，就决定了是不是真的在进行课

改，是不是真的以学生为本。

工作的关系，我走访了不少上海的学校，发现有些

学校从来不开学生座谈会。这样校长怎么能知道学生需

求什么？怎么知道课堂存在哪些问题？怎么知道学校管

理缺失的地方？

我很认同殷都教育的主体多元理念：教育行政管理

以学校为主体，学校管理以教师为主体，教育教学管理

以学生为主体。所有行动，指向同一个目的———立体育

!!!!!!!!!!!!!!!!!!!!!!!!!!!!!!!!!!!!!!!!!!!

学校的文化自觉决定教育的内涵
程红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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