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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中国的教育改革已经愈来愈表现出

国际性与民族性的总体特征
。

这是因为
,

中国

教育改革置身于世界教育改革潮流之中 ; 同时

又受到本国社会经济改革的影响和推动
。

这两

方面是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宏观背景
,

也是

教育改革应当注意的基本参照系
。

一
、

世界性教育改革的形势与

我国教育改革的社会背景

世界教育发展的历史经历了两次重大的

变迁
。

第一次发生在文艺复兴时期 ;第二次发

生在 20 世纪
,

而第二次变迁所要力图推翻的

东西
,

正是 45 0 年前那一次教育变迁所形成的

整套理论
、

学校制度和课程
。

第二次的教育变

迁经历了三次世界性的教育改革
。

从时间上来

看
,

可以分为
:

从本世纪初至 30 年代 ; 二次大

战以后的五
、

六十年代 ; 70 年代至今
。

第一次教育改革是促使传统教育向现代

教育的转变
,

其中以反传统的教育思潮居于主

流
。

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动力是由于世界科学技

术的飞速发展
,

这一时期
,

教育在数量上迅速

发展以及教育投资大幅度增加
,

人力资本理论

是当时教育的主流理论
。

第三次教育改革是在

对前两次教育改革的反思与批判中进一步发

展起来的
,

这次改革的范围更广
、

时间更长
,

而

且很少局限在受某一理论的影响
,

也不限于教

育的 内容
、

时间
、

办法或其它细节上
,

而是从教

育制度人手
,

全面地调整教育的布局
,

根本地

改变教育的面貌
。

②

第三次教育改革以后
,

世界性的教育改革

运动进人 了多元化的新格局
。

从 80 年代的世

界教育改革来看
,

各国都把教育改革作为社会

经济变迁的基础并以此来进行战略性调整
、

规

划与改革
。

改革的范围不仅就某一制度或某一

方法方面
,

而是从学科体系
、

课程设置
、

教学方

法到教育体制
、

教师培训
、

学校设施
、

社会和社

区教育机构等方面进行全面改革
。

到 90 年代
,

教育改革的本土性与国际性
、

现实性与未来性

愈发突出
。

这场世界性的教育改革潮流
,

从理论和实

践上给我们提供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

并为促

进我国教育改革的进程起到了积极作用
。

从中国教育改革的启动与进程来看
,

虽然

受到了世界性教育改革浪潮的影响
,

但更为重

要和直接的动因是中国社会经济的变迁
。

建国以来
,

中国的教育体制是与社会主义

计划经济体制相配套的
。

计划经济是在特定历

史环境中
,

为完成特定历史任务而实施的经济

体制
,

其最基本的历史依据
,

就是为了迅速摆

脱贫穷落后
,

尽快启动社会主 义 初级 工 业

化
。

③

纵观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历史
,

总结它们成

功的经验
,

可 以得出以下结论
,

一个国家要富
强

,

实轰现代化
,

必须具备两 个前提条件
:

( l )

一个有效分配和合理利用经济资源的经济体

制
;
( 2 )

, 一
个有现代意识并致力于现代化的政

府
。

前一 个条件是最为重要的
,

这个经济体制

的基础就是竞争性市场机制
。



70 年代末
,

我国发生了历史性的战略转

变
,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决定
,

要把党的

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

这一战略决策

顺应时代
,

合乎民意
,

是我国走向现代化建设

的第一步
,

从此掀起了经济改革的三次高潮
。

第一次是始于 19 79 年的农业制度改革运

动
。

这次改革迅速地推动了我国农业的发展
。

可以说
,

中国的整个社会经济改革无疑是受到

了农村改革成功的启示和激励
。

第二次改革高潮是城市综合改革
。

它始于

198 4 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

的发表
,

而城市总体改革方案
,

则形成于 1 985

年
,

包括价格体制改革
、

企业改革以及相应的

许多其它改革措施
。

尤其是企业承包制的推

行
、

股份制的试点等等
,

使城市工商业的发展

开始进人了市场经济的轨道
。

第三次改革浪潮始于 1 99 2 年初
,

邓小平

同志南巡讲话给全国人民发出了加快改革步

伐的重要信息
,

并且明确提出要建立社会主义

市场经济
。

这次改革与前两次改革有一个重要

的差别
,

那就是
,

前两次改革是在旧体制内进

行的局部改革
,
而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标志

的第三次改革浪潮
,

则是以新体制的重新构造

为特征的市场经济改革
。 ④

中国经济改革的浪潮冲击着中国社会的

各个方面
,

教育改革与经济改革是同步开始

的
,

也经历了相应的三个阶段
,

但从速度和进

程来看
,

远不如经济改革之快和深刻
,

如果用

发展的眼光来看
,

教育将会成为促进经济发展

的重要原因和条件
。

二
、

第一次教育改革浪潮
:

观

念的审视与更新

当代中国第一次教育改革发生在 8 0年代

初
二

这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党的工作重心的转

移以及农村体制改革的全面推行
。

正是在全国

开始掀起经济建设高潮这一背景下
,

教育界首

先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掀起了一场改革浪潮
。

这

场改革紧密地结合实际
,

开展了关于
“

教育本

质问题
”

的专题讨论
。

这场讨论一直持续到

1 983 年才算暂时告一段落
。

纵观 这场讨论
,

关于教育本质究竟是什

么
,

可以总结出这样几种观点
: ( 1) 认为教育的

本质是生产力
。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两种观点
,

一种认为教育是生产力的重要因素
,

是劳动力

再生产的部门 ;另一种认为教育是人类自身的

生产实践
,

是一种社会的基本实践活动
。

这种

观点是在对教育本质的上层建筑说的反思与

批判的基础上提出的
,

因而具有一定的创新

性
。

( 2) 认为教育本质是上层建筑
,

即认为应把

它归之为意识形态领域之内
。

这种观点并不否

认教育对生产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

但认为这种

作用是间接地作用于生产力的
,

即通过培养人

去实现的
。

教育对生产力固然起着重要作用
,

但其本质并不等于生产力
。

具体说
,

教育理论
、

教育思想
、

教育制度
、

教育方针
、

培养目标以及

社会科学的部分教学内容
,

都是属于上层建筑

范畴
。

这种观点是针对第一种观点而提出的
,

具有明显的思辩性
。

( 3) 认为教育本质中一部

分属于上层建筑
,

一部分属于生产力
。

这种观

点认为
,

应把教育作为一种复杂的社会现象
,

其中既包括上层建筑的部分
,

又包括生产力的

部分
。

这是从社会学的观点出发
,

把教育置身

于整个社会体系中进行分析后提出的
,

这种观

点具有一定的实证研究的基础
,

因此很具有说

服力
。

( 4) 认为教育的本质既不是上层建筑
,

也

不是生产力
,

而是传授知识
。

这种观点认为不

能把教育本质和职能混为一谈
,

教育就其本质

而论应 当归结为一种有意识
、

有目的
、

有计划

的社会实践活动
。

这种活动起源于人类传授生

产经验和生活经验的需要
,

传授知识则是教育

的本质特征
。

这种观点争议颇大
,

与此同时也

弓}发了
“ `

关于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的关系
”

的

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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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讨论一直持续到 198 3 年
,

当邓小平

在国庆节为北京景山学校作了教育要面向现

代化
、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的题词时
,

教育界又

开始围绕三个面向的题词展开了讨论
。

经过充

分的酝酿和讨论
,

人们墓本上达成共识
,

即教

育面向现代化实际上就是面向知识化
,

用新知

识
、

新科技
、

新人才创造未来 ;面向世界就是面

向国际化
,

参与国际的竞争与合作 ;面向未来

就是面向明天
,

面向新世纪 ; 教育应当率先

迎接 21 世纪的挑战和到来
。

这次讨论再次确立了教育在社会经济发

展中的地位
,

明确了教育改革的任务和方向
,

增强了发展我国教育的紧迫感
。

邓小平提出的

三个面向为《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中
“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
,

社会主

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
”
的方针的提出

,

做了理

论上的准备
,

也为第二次教育改革的到来奠定

了理论基础
。

三
、

第二次教育改革浪潮
:

深

层次的反思与触动

第二次教育改革是继第一次教育改革之

后紧接着进行的
,

这次改革的直接动因是
,

19 85 年 5 月 27 日
,

中共中央颁布的《关于教

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

《决定 》明确提出
:

要改

革同社会主义现代化不相适应的教育思想
、

教

育内容
、

教育方法
。

《决定》颁布之后
,

全国的教

育改革蓬勃展开
。

这时在理论界又掀起新一轮

的三大讨论
: ( l) 关于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

讨论
。

这次讨论是要对传统的教育思想予以恰

当的评价
,

分清哪些是适应于社会发展的
,

哪

些是不适应于社会发展的
。

讨论的中心是
:

如

何划分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界说 (含国内外

学者的看法 ) ;怎样区别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 ;

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关系
。

这场讨论对于深

化教育改革起到了分清概念
、

澄清混乱
、

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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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的作用
。

( 2) 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经济

与教育的关系讨论
。

这一讨论实际上是对教育

本质问题讨论的继续
,

在此基础上提出了
“

教

育要主动和全面适应市场经济的观点
” ,

主张

教育应当进人市场
,

建立教育市场
,

把市场竞

争机制引人教育领域
,

从而激发学校的内在活

力和外部动力
。

但是
,

这种观点遭到了四面八

方的攻击和反驳
。

反驳的依据是
,

教育产品不

是商品
,

教育本身不是商品生产
,

教育有自身

的发展规律
,

所以不能用市场规律取而代之
。

应当承认
,

教育受市场规律的影响
,

价值规律
、

供求规律以及商品经济的一些机制
,

如竞争和

利益机制等无时不对教育发生极大的作用
,

因

而教育存在着商品化的趋势
。

但是也应当看

到
,

教育还存在着不受经济规律支配的方面
,

如人格就不能商品化
,

人的思想
、

道德
、

情操
、

政治态度等精神领域也不能商品化
,

这些是绝

对不能进行等价交换的
。

据此又推论出
“

教育

应当部分适应市场经济
” ,

这就是说受市场规

律直接调控和制约的那一部分应当推向市场
,

而不受市场规律影响的那一部分则不应推向

市场
。

这场讨论虽然至今尚在继续
,

但基本倾

向是教育应当按照自身的运行规律进行改革

和发展
,

市场经济应当通过教育规律起作用
,

而不能完全照搬市场规律去办教育
。

( 3) 关于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教育的讨论
。

如何认

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是这场讨论中着

力探索的主题
。

这场讨论的基点是
“

研究和探

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教育必须立足正确理

解和认识我国的国情和现阶段教育改革的特

征
” ,

其着眼点是
“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教育

趋向现代化的发展与改革
” 。

经过这次讨论
,

在

肯定教育改革成效的同时
,

揭示出当前教育中

出现的严重问题
,

诸如经费不足
、

教育质量下

降
、

教师待遇偏低以及存在大范围的脱欠民办

教师工资
、

师生流失率高等
`

如此现状与教育

的战略作用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

这场讨论向社

会发出了呼吁
,

为了教育的发展能够迎接现代



化的冲击和 21 世纪的挑战
,

必须把教育的重

要战略地位落到实处 ;教育的增长要先于经济

的增长
,

这正是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

规律
,

循此则进
,

逆此则废
。

厉经两次教育改革高潮的
“
六大

”
讨论

,

为

第三次教育改革高潮的到来准备了大量的理

论依据和实践经验
。

四
、

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
:

加

快进程与适度发展

第三次教育改革浪潮迭起的直接动因是

邓小平在 199 2年的南巡讲话
。

邓小平在视察

武昌
、

深圳
、

珠海
、

上海等地时
,

再一次强调说
:

“

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
。

我

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

近一二十年来
,

世

界科学技术发展得多快啊 !高科技领域的一个

突破
,

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
。

我们目己这几年
,

离开科学技术能增长得这么快吗 ! 要提倡科

学
,

靠科学才有希望
” ·

⑤

如果说前两次教育改革是在理论上的争

鸣和实践中的部分尝试
。

那么
,

第三次浪潮则

是一场全面的
、

实质性的教育改革
,

也是教育

体制总体转换的时期
。

这是因为我国社会主义

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政治
、

科技体制的深化
,

都

把教育的战略地位放到了首位
,

因而迫切要求

加快教育体制改革的步伐
。

当前的教育体制改

革主要是改革高度集中统一的管理体制和政

府包办学校 的办学体制 ;调整政府与学校
、

中

央与地方
、

教育部门与政府
、

社区以及其它业

务部门的关系 ;建立起政府宏观管理
、

社会各

方参与
、

学校 自立办学的新体制
。

从当前的深人改革来看
,

其总体态势是好

的
,

但是由于新旧体制的转换和改革的配套措

施跟 不
_

匕 因此在不同方面和不同程度上出现

了一 些棍 乱
.

对教育改 革形成了一 定的阻

力
。 ③这一时期

,

在理论界开始认真学习《中国

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和有关教育体制改革的

一系列政策和文件 ;对
“

六大讨论
”
进行了总结

和重新认识
;
开展了对

“
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

度
’

的讨论
” 。

有人认为
,⑦教育体制改革应该

在
“

体制
”

这一框架范踌内进行
,

应该在遵循教

育自身运行规律的前提下进行
,

切忌简单地比

照
、

套用经济体制改革的某些做法
,

将经济活

动的规则当作教育活动的规则
,

以至产生某些

负面效应
。

有必要说明
:
强调教育体制改革要

“

适度
” ,

并不意味着提倡教育只是顺应市场经

济的发展
。

相反
,

教育必须积极主动地适应并

能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
。

这里的核心在于
:

这

种适应必须
“

适时
” ,

抓住时机
,

找准重点和突

破 口 ;而谈到促进必须要使教育发展先有
“

超

前性
” ,

靠科技和人才促进经济体制的改革与

完善
,

促进经济的现代化发展
。

而在目前
,

需要

警惕的不是热情
“

过头
” ,

而是
“

偏向
” ,

这种偏

向主要是当前出现的问题
:
私立学校向贵族学

校的演变
。

贵族学校虽然为数不多
,

但已经引

起了社会的强烈反响
,

许多学者和各界人士持

否定态度
,

否定的依据是我们的教育培养的是

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劳动者
,

而不是文化

贵族
、

精神贵族和物质贵族
。

另外
,

教育界的乱

办班
、

乱发文凭
、

乱收费现象严重
,

国家已经对

这些现象进行了公开的批评和制止
。

从这些问题中可以说明
,

在教育改革
、

发

展与层次等方面是有一个闭限的
,

低于或高于

这个闽限
,

既不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
,

也不利

于教育的发展
。

所以
,

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中要

把握好一个
“

度
” ,

这个
“

度
” 正是第三次教育改

革讨论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与大前提
。

五
、

中国教育改革的未来走向

中国教育改革经历了三次浪潮之后
,

已基

本实现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变
,

但这并不等于

说教育改革已经完成了社会经济转型期的历

5 3



史使命
,

还要继续改革旧的体制和与社会主义
’

愈来愈多地进人国际劳动市场
,

这就要求人的

市场经济不适应的其它环节
,

如我国目前的高 发展要具有国际化的特点
,

这种国际化的特点

考制度与人才选拔制度
、

中小学的课程结构与 规定了我国教育在人的培养方向上要做到民

负荷
、

德育工作等等
。

在进一步深化教育改革 族性与国际性的统一
。

因此
,

教育目标的国际

的进程中
,

可以看到我国教育改革的未来趋向 化为教育改革朝向国际化确立 了基调⑨
。

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

注释
:

l
、

从全国的形势来看
,

已经初步形成实施 ①这是美国教育史家 L
.

斯通在为 w
·

H

科教兴国战略的热潮
。

科教兴国
,

这是历史的
·

伍德沃德的《文艺复兴时期 ( 1 400 一 160 0) 教

昭示
,

是根据我国现实情况作出的重大部署
。

育》一书所写的前言里对西方教育史上两次巨

这是因为
,

没有强大的科技实力和教育实力
,

大教育变迁的重要意义所作的概括
。

转引自
:

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

但是
,

从我国的教 刘佛年主编
: 《回顾与探索— 论若干教育理

育现状来看
,

很难完成科教兴国的历史重任
,

论问题 》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

1991 年版
,

因此
,

改革现在的教育模式⑧ ,

建立适应科技 第 31 页
。

发展的新的教育模式是实施科教兴国的重要 ②参见袁振国著
:

《教育改革论 》
,

江苏教

前提条件之一
,

只有这样
,

才能为解决经济和 育出版社
,

19 9 2 年版
,

第 l 一 19 页
。

社会发展的热点
、

难点
、

重点问题做出贡献
,

才 ③④参见厉 以宁主编
: 《走向市场经济丛

能培养和造就大批的德才兼备的科技人才
,

建 书
:

市场经济新机遇 》
。

《走向市场经济丛书
:

设一支跨世纪的宏大的科技队伍
。

市场经济新观念》
,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1 99 4

2
、

教育改革面向新世纪
。

21 世纪中国教 年版
,

第 4 页
、

第 18 一 19 页
。

育的走向是国际化
,

这主要是邮寸代
、

社会
、

自 ⑤参见蔡来兴主编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然
、

人与教育等方面的发展趋势所决定的
。

21 理论与实践》
,

上海人民出版社
,

1 99 4 年版
,

世纪的中国将在
“

新国际化
”
时代中担任重要 第 345 页

。

角色
,

因而其时代特征也就必然是成熟化
、

信 ⑥参见吴铎
、

张人杰主编
: 《教育与社会》

,

息化
、

合作化
,

这些重要特征能否充分展现
,

将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

1991 年版
,

第 25 7一 262

取决于一系列中介因素
,

其中能否培养出具有 页
。

时代特征的人是最为关键的因素
。

而不具备鲜 ⑦参见周志超
:

《正确把握教育改革与发

明时代特征的教育是不可能担此重任的
,

因 展的
`

度
’
》

,

《江西教育科研》
,

1 99 4 年第 3 期
。

此
,

我国的教育改革必然为时代特征所规定具 ⑧模式是一个弹性相当大的概念
,

一种教

有国际化的趋势
。

学方式就可以称为
“

教学模式
” ;可以指一个国

教育改革既受制于社会经济发展
,

同时也 家
、

甚至一个文化类型中教育的基本特征
、

基

能促进社会经济发展
。

因此
,

一方面社会经济 本风格
。

参见袁振国著
:

《教育改革论 》第八章

发展的国际化趋势规定了中国教育改革朝向
“

教育改革模式论
” 。

国际化的必然走向 ;另一方面中国教育改革与 ⑨参见尹宗利
:

《21 世纪中国教育的走向

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

必将有力地促进和保证社 — 国际化 》
,

《南京师大学报 (社科版 ) 》
,

1 99 4

会经济发展的国际化趋势
。

年第 3 期
。

近年来
,

我国的科技人才和普通劳动力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