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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领新常态，深化教育的科学研究

我国经济发展进入了新常态，新常态就是在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国经济在保持中高速增长的
同时，将迈向中高端水平。

新常态的特点，一是增长速度从高速增长转为中
高速增长，和许多国家或地区一样经历了一段时间的
高速增长后，出现增速“换挡”现象; 二是经济结构
不断优化升级，从以第一和第二产业为主体向第一、
第二、第三产业协调发展转变，城乡区域差距将逐步缩
小，居民收入所占比例上升，更多分享改革发展成果;
三是发展动力从主要依靠生产要素和投资驱动转为依
靠创新驱动，由过去主要依靠增加物质资源消耗向依
靠科技进步、劳动者素质提高和管理创新转变。

2015 年 5 月，习近平同志在浙江召开的华东 7
省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综
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创新的竞争。”要深入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推动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企业创
新、市场创新、产品创新、业态创新、管理创新等，
加快形成以创新为主要引领和支撑的经济体系和发展
模式。

我国制订了 “互联网 +”和 “2025 中国制造”
行动计划，进入大众创业和万众创新的时代。在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李克强总
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 “制订 ‘互联网 +’行
动计划，推动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物联
网等与现代制造业结合，促进电子商务、工业互联
网和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引导互联网企业拓展国
际市场。”以往传统行业的人才需求大致有两种:
一类是互联网技术型人才，另一类是互联网应用型
人才。而“互联网 +”时代需要集网络信息技术和
多种业务知识技能于一体的 “互联网复合型人才”。
这些人才不仅需要具有硬技能，同时也需要具有很
多软技能。因此，提高人才的核心素养，或者说是
综合能力与技能就被提到重要日程上来。

与经济新常态同时，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依法治
国、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改善民生和创新社会治
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加强国防和军队建设、
国际关系和中国外交战略，以及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等方面，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在新常态下，党中央
的战略布局是四个全面: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
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而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是我国关键性的战略目标。
“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

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

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孩子们能成长
得更好、工作得更好、生活得更好”是习近平同志
对全面小康社会的形象描述，其中，教育被放在了
首位。

面对发展的新常态，教育事业要适应产业结构
的调整，人力资源和科技创新成为发展的动力，坚
持以人为本，通过全面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使教育
事业的发展促进国民素质的全面提高和创新人才的
培养，适应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性目标和中国
梦长远目标的实现。

中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各级各类学校
在读学生的规模已达到 2. 5 亿人左右，教育事业的改
革与发展为中国成为一个人力资源大国和世界第二大
经济体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在实现全面小康的关
键性战略目标面前，教育改革也面临着许多现实的问
题，解决这些问题的难点在于既要勇于突破，又要善
于协调。当前，尤其应当重视协调好诸多相互促进同
时又相互制约的矛盾。例如，公平与效率的协调、普
及与提高的协调、个性与共性的协调、目标与评价的
协调、规范与自主的协调等。

公平与效率的协调，体现教育改革的原则，关键
在于如何处理规模发展与内涵发展之间的关系; 普及
与提高的协调，体现教育的功能，关键在于如何处理
普遍提高国民素质与培养优秀人才之间的关系; 个性
与共性的协调，体现教育的培养目标，关键在于如何
处理个性发展与公民责任之间的关系; 评价与目标的
协调，体现教育的效能，关键在于如何处理评价选拔
制度与发展改革目标之间的关系; 规范与自主的协
调，体现管理的科学化，关键在于如何处理教育行政
管理中规范管理和简政放权的关系。

迎接新常态，教育工作确实面临着一系列新问题
和新挑战。所以，教育改革与发展应当适应现实需
求，由问题引领，从理论和实践结合的角度，一方面
在转变观念中改革创新，在更新思路中真抓实干，在
大胆实践中破解难题; 另一方面，在寻求突破难点的
同时，探讨如何处理好各种关系的协调发展。因此，
加强教育的科学研究与实验，就必然成为新常态下迎
接挑战，深化教育综合改革，为教育事业健康发展注
入活力的重要环节，也必然是引领和推动我国教育事
业达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应有水平的重要保证。
( 作者陶西平，系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
总督学顾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协会世界联合会荣
誉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