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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莪国改革开放条件下的离等教育价值观

——兼论高等教育价值观与高校办学方向的关系

王文肃  李效宁

高等教育价值观是社会成员对高等教育功能的追求和价值的判断,它融合了人们的教育

理想、教育期望、教育动机和态度,也是人们经济、玫治、哲学、文化等观念的折射。中国

社会在改革开放的大潮中,面对当代科技革命在世界范围内兴起的挑战,面对当代世界各种

哲学和文化学说、理论、观念、思潮的大量涌入9面对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存在着

渗透与反渗透、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的局势,面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推进和

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所带动的巨大社会改革给我国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带来的生机与活力、

问题与困扰,我国高等教育无疑承受着由此产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直接影响。因此,我国高等

教育发展与改革的历程以及高等学校要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也必然伴随着新旧教育观

尤其是教育价值观的冲突。高等教育价值观不仅在相当程度上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

方向、目标、战略措施的选择,而且影响着人们对高教发展与改革的心理预测和承受能力 ,

对高等教育发展和改革的实际进程有着极为重要的推动或抑制作用。因此高等教 育 的领 导

者、决策者和高校师生乃至整个社会都应当逐步树立起一种既与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

济和进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相适应9又符合高等教育客观规律的、现代的、科学的社会

主义高等教育价值观,这是保证中国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时代条件下沿着社会主义轨道不

断向前发展,保证每所高等学校在办学实践中能够自觉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并在为我国的社

会主义现代化大业作出历史性贡献的同时实现自身现代化的必要前提。

(一》

马克思曾经指出: “‘
价值

’
这个普遍的概念是从人们对待满足他的需要的外界物的关

系中产生”⊙。所谓高等教育的价值9也就是它能够满足不同社会主体对高等教育的一定需

要的这种性质。由于高等教育在其漫长历史发展中满足不同时期、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不

同社会主体对于高等教育的不同要求,形成了多种高等教育的多科功能,构成了高等教育价

值总体上的多维性:从高等教育满足社会主体需要的内容上,可分为高等教育的政治价值、

文化价值、经济价值等等 (从价值倾向上,又可将其多种价值简约地概括为
“
人文主义

”
或

“
伦理主义

”
与

“功利主义
”

两大类 );从高等教育满足需要的主体对象不同的角度,又可

分为高等教育的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人们把它们概括为
“
本体论”

和
“工具论

”;在这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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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维度的交叉点上,又有高等教育的社会文化价值、个人文化价值、社会经济价值等等多种

多样的组合。自高等教育诞生以来9不同国家和民族的高等教育在其不同的发展阶段上,由
于面对特定历史条件产生的时代要求和社会主题,面对特定的教育资源状况,再加以各自文

化传统和统治阶级经济、政治、意识形态要求的影响和制约,必然使高等教育在满足社会需

求时表现出选择上的倾向和侧重,也必然形成占统治地位的高等教育的价值观念9以及由此

支配的高等教育思想、理论、方针政策和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构成了高等教育价值的历史

性。

纵观世界高等教育的历史9可 以看出日益重视高等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乃是现代高等教

育的一个显著特征。起源于11世纪的西方高等教育9开始时都是远离社会生产和经济活动的
“象牙之塔

”,直到19世 纪中叶,由于第二次科技革命和自由资本主义迅猛发展带来的工业

化进程的不断加速,才导致了整个社会生产对受过实用知识教育的专门人才的大量需求,才
推动了高等教育与实用技术的结合,促进了以威斯康星大学、康乃尔大学为代表的美国新型

大`学 的诞生和发展。美国这些新型大学公开宣称其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的每一项职能都应

有实际价值和符合美利坚合众国的每个成员州的地方实际需要,一反欧洲传〈统大学注重追求

教育的伦理价值、人文价值,鄙薄教育的实用目的、功利价值的传统。正是这种以功利主义

为理论基础的重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的高等教育价值观,使得各种与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

密切相关的教育内容
“从商业管璎到各类工程,从公共卫生到农业化学,从体育到各类教学

法都在大学取得了专业地位,并被承认与古典人文学科具有同等重要的哲学价值
”

C。 这种

新的变革为高等教育的发展注入了极大的生机与活力9词时也为美国经济走向繁荣起了强有

力的支撑作用。美国高等教育重视经济功效的功利主义价值观所带来的成功反过来对古老的

欧洲大陆的高等教育产生了强烈影响,产生了以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的新大学运动为代表的重

视技术与实用教育的发展潮头,诞生了一大批有别于传统大学的工、农、商科学院。二十世

纪七十年代以后,由于第三次新技术革命开始兴起所推动的科学技术与现代生产紧密结合造

成的巨大动力,使高等教育更加注意应用性、职业性,高等教育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

更加显著。正如一位英国史学家指出的那样, “
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既依赖于知识的不断进

步,也依赖于知识分子的再生产。
”

在这种社会条件下,担负着发展科学技术和培养专门人

才双重任务的大学
“
成了轴心机构〃③。由于世界新技术革命牵动的世界经济政治格局的变

化和各国经济竞争的不断加剧,使得各国政府及其首脑们纷纷瞩目于即将来临的新世纪,无
不把高等教育放进自己的战略思想中加以考虑,强调其不可限量的战略作用。著名美国学者

T· W鲍特金等人曾经指出: “
对美国高技术工业和美国经济来说,最重要、最值得 注 意 的

事实是,全球竞争已成为现实。这是一场关于人力资源政策、高技术战略、高等教育观和财

力的国际竞争。
”C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现代生产依赖于科学技术的基本特征决定着现

代高等教育的价值选择,以注重经济功效和实用价值为特征的功利主义价值观已成为现代世

界高等教育价值观的主潮,当 代世界已逐渐呈现经济、科技、教育一体化发展的趋势。

历史的发展总是有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追求与价值主张不仅同样

与中国社会的历史进程息息相关,而且也与世界高等教育价值观的发展演变呈现出许多相似

之处。当然,在新中国诞生后逐步形成的中国高等教育的价值观也必然呈现出社会主义国家

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上的某些本质特征。中国古代教育素有注重人文价值、追求政治功效、伦



理功效的传统,学校教育远离社会生产实际、知识分子大都
“重理轻术

”
阝生产上极其缓慢

的技术进步主要靠技艺的积累并以姆徒闷的口耳相传形式来承续。诞生于半封建、半殖民地

时代的近代中国高等教育与中国资本主义经济的初步发展相伴随9开始学习移植日本及欧美

高;等教育摸式而引入了
〃
实科教.育” (即高等工程教育、农业教育、医学教育等 )。 但曲于

泅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脆酽9致使为其眼务的实科教肓不仅数盘有限,而且发展缓熳。

在那些年代夕中国高等教育仍然围袭了注重瞰治、飧娅价值的传统,且在内容上具有浓厚的

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反动啻j彩 ,社会经济功效的发挥并不显著。新中国诞生以后。我国较

快地以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的教育方针、政策导向9根据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以发展离

等工程教育和师范教育为重点9对丨¤中国l盘 留下来的高等教育的内容、进行了改造和对高等学

校的院系进行了调夔。随肴十二年科研规划的制定,我国高等学校被明确为科研上的一个重

要方面军,以后又要求有条件的高等学校办戚嫩学和科研两个中心。特别是毛主席在1957年

提出的我国的教育方针强调了德育、智育、体育的全面发展”提出了培荞
“
有挂会主义觉悟

的有文化的劳动者
”

的教育目标9精辟地体现了教育的政治、文化、经济价值相统一和教育

的个人价值与杜会价值相统一的思想。在这些方针、政策的揩导下,中 国高等教肓既葆有我

国教育传统中重视和追求政治、文化价值的积极因素,又开始注意了体现促进经济发展的功

利价值9使新中国诞生以后的高等教育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谈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后来由

于受
:到 了

“
以阶级斗争为纲

”
的

“
左

”
的路线的干扰夕产生了片面∴强调离等教育的政治价值的错

误,在
“
文萆

”
中甚至要求把高等学校办成

“
阶级斗争的工具

″9使这种错溲发展到了十分荒

谬的程度。在那个时期如果提到高等教育的经济价值问题”就会被斥之为
“
唯生产力论

”
。

十一属三中全会以后9党的工作实现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点转

移,与这个伟大的历史转折相适应,党和政府白Ι叩8年 以来对教育事业作出了一系列的论断

和决策,特别是关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以 后又提出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和把教育、科技同

农业、交通与能源作为经济发展三大然略重点的决策9以及
“
教肓必须为社会主 义 建 设 跟

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肓
”

的总方针的提豳等等”都有力地促避了我国高等教育嵌价

值观念上重视经济功效。党的十三大关于 町一个中心两个墓本点
”的基本路线提出后9我国

离等教育开始自觉地、主动地按照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要求9研宄在改革开放条件下自身

发展的规律、模式、速度、重点和拧施,调整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搀、科类绪构、课程绪构 ,

不断更新教学内容9并在运行机制、管理体制等方面寻求与发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相

协调和配含的改萆目标和改萃措施氵在此期问”我国高等教育实现了加速发展,因 而进入了

一个成倍增长的新的发展时期9形成了多种层次、多种形式办学、学科门类齐全的高等教育

体系9为我国的经济建设和改萃开放培养了各行虫i所急需钸大量高级专门人才,其数量超过

了新中国前17年的总和。再加上近年来迅巍发展峦V戚人高等教育所提供的教育机会,使我囤

在迈出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之初便很快摆脱了十年动乱造成的入才瑷乏的困境。

新中国的高等教育注重追求社会经济价值是曲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力发展生产力、

实现现代化、逐步摆脱贫国和落后这一时代主题所决定的,也正是这一时代主题为中国高等

教育迈向现代化提供了巨大的历史契机。当然9中 国高等教育在强烈追求社会经济价值,更

好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时,也必须注意按照教育规律办事,更好地为人的全面发展服务。

一定要注意避免和克服肤浅的1急功iE利 的功利主义”l进兔高等教育决策的短期仃和价值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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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的片面化,髟响高等教飞
f功能的全面发挥,从丽影响高等学校的办学方向。

高等教育社会经济价值的主要表现,是它能够为社会经济发展培养所需要的高级专门人

才。与基础教育相比,高等教育的价值特征是它所培养人才的高级性和专业性。因此,高等

教育为了充分发挥白身的经济功效,必须根据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需要,突出地强调保

持并不断提高人才培养在层次水平上的高质量标准。尽管我国目前还存在着大 量
“设计落

后、装各陈旧、工艺粗糙
”、产品高成本、高能耗、低水平、低质量的传统工业,需要进行

技术改造9但这应当依靠科技进步9采用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完成,而不能循着技术进步历

史的自然梯次永远跟在剔人后边亦步亦趋去走完授长的历程。在当代世界新技术萆命迅猛发

展条件下9技术、装各、工艺、产品结构的转换和升级换代及社会变化的周期缩短,更需要

大学培莽的人才具备宽广扎实的理论基础和运用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高等教育应

当继续通过进行教学改萆9进-步苋服教学内容和方法上脱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精神文明

建设实际需要的弊端,增强人才培莽的适应性,努力培养多种类型和多种规格的人才,以适

应社会对于高等专门入才的多样化的需求。但是另一方面,高等教育在强调培养入才的实用

性、针对性、透应性时ρ绝不能以削弱基础理论和降低学术水平为代价,相反,必须注意保

持高等教育在学科教学内容上的先遴性这一根本特征。同时,在对大学毕业生的
“适应性

”

及质量避行佑价时9应考虑到即时性评价的局眼性9正确认识人才价值实现的特点: “
物的

生产9产品工出厂是价值的最高潮,随着使用年限增加,其价值下降。而人的培养,刚毕业

时价值不离,随着知识、能力、经验的增加,价值升高,达到最高点再逐渐下降,价值曲线

呈抛物线。
″C

高等教育
-发

挥其社会经济价值还表现在高校具有的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和利用自身的技

术优势、科技成果苴接进行社会服务这两种职能上。建国四十多年来,特划是近十年来我国

高等学校的科学研究工作和社会服务活动,在加强基础理论研究的同时也注意了发挥自已的

优势加强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9驰骋于发展国民经济的主战场。通过科技体制的改革,以科

技协作、科技服务、科技成果转让等形式太大提高了科学技术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速度,取

得了丰硕成果。特别是由于科技长入经济,使高校科研对促进经济建设和科技进步产生了难

以估量的巨大作用。但在近年来的实践过程中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担忧的倾向:具体地讲

是对高校科研应当具有服从于、服务于教育目的9促进教学水平的提高和高校的社会服务应

具有科技性等特征注意不够夕或者仅从创收的需要去搞经商活动。这是当前高校科研和社会

服务在追求社会经济价值时应当注意的重要问题。

在高等教育发挥经济功能中目前还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对提高高等教育的办学效益重

视不够,在离教攀业发展上”没有明确强调摒除`刀阝种不计成本、不讲投资效益的陈旧规范 ,

以致在办学中还不能很好地合理使用教育资源。加以在改革开放条件下,高等教育在管理体

制上还远未形戚一种溉有学校的办学活力,叉有政府有效宏观调控的机制,有的地区和有些

高校言日
ˉ
追求自我完善,搞小而全和升格风,一窝蜂追逐热门专业和追求高层次,在高等教

育的投资上荐在∵定程度的分散、重复、浪费问题。具体表现为学校布点多、有些规模小、

专业结构不合理、层次重心偏高 (我国研究生与本科生之比已超过日本等经济发达国家 )、

师生比过低 (据世界银行的凋空,我国高校的师生比在全世界都是最低的 )、 设备利用率不

高等问题。影晌着高等教育经济功效的发 J琴。困此9要兖分发挥高等教育的经济功效,还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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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树立科学的、正确的教育效益现。这种效益观体现在高等教育的结构上,就是应当继续解

决冖定程度上存在的脱离我国经济建设实际需要的问题,通过调整以增强高等教育科类、层

次(i形武结构的针对性、适应性来体现高等教育的结掏效益;通过合理调整高等学校和高校

专业布扃来提高高等教育的规律效益。而专业、层次结构的啁整又必须与国家的中长期经济

和群技发展战略目标相配合,既要为当前经济建设和科技文化发展的需要培养人才,又要着

瞍于培荞下世纪所需要的建设人才,以体现高等教育的适应性和适度超前性,注意避免治理

蹙顿时期人才需求非旺常信号对高等教育结构调整的方向和高等教育结构相对稳 定 性 的干

扰:同时,必须注意高等教育活动毕竟不是直接从事商品生产和经营,而是造就人才和发展

科学文化技术。囚此,高等教育的效益既应包括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而且应把社会效益放

在首位。比如学校的兴办,专业的设置,不能完全以成本甯低为标准,尤其是某些社会主义

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急需的学校和专业,即使投资需求高,社会需量少9也必须兴办。但国

家对这些社会需量较少的基础学
i科

、专业和某些储各性人才的培养更应加强宏观统筹,既应

采取限制性措施,又应采取适当的保护性政策,使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适应于第三步发展战

略的厉史任务。因此,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平衡和统一,应该是我们追求的完整的教育效

益观。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中国高等教育努力追求其社会经济价值的理论和现实依据,也
可以看出这种社会经济价值的发挥

'与

我国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现代化建设要求相比,尚
有相当大的差距,尚不能有效地起到现代高等教育对现代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应有的战略支

撑作用,还需要致力于这个问题的完整解决。

{           (二
)

教育作为传递社会文化和生产知识技能的一种手段和促进下一代社会成员实现社会化的

一种社会现象,不仅与各个社会形态存在的经济基础具有紧密的联系9雨且同政治、伦理、

文化体系也具有必然的联系,也就是说教育必然地具有政治、伦理、文化的价值。而决定哦

国社会主义现阶段高等教育价值取向、价值追求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包括

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在实践中改造人民自己,因此它科学的内涵应当是建设高度的现代物

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以及两个文明的高度统一。尤其是处在当前国际国内极其复杂的社会大变

革时期,我国愈来愈需要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把人民群 众 振 奋 起

来。
∶
团结起来,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而锐意改革9开拓进取。这种革命精神和

爱国主义热情既葆有我国历史上劳动人民历来具有的勤劳勇敢、艰苦创此的品格和进步知识

分子特别是近现代革命先驱所具有的腮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报效祖国的献身精神,并且应在当

代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条件下,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这就要求为我国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高等教育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不仅应当最大限度地追求 其 经 济价

值 ,∶ 月时还要最大限度地追求其政治的、伦理的t文化的价值,培养新一代的大学生继承我

国人民优良的伦理传统,同 时又具有先进的现代意识和时代风貌的社会主义精神。因此我们

社会主义国家的高等教育如果仅仅追求社会经济价值的实现9而忽视政治、伦理、文化功效

的追求和价值的实现,很显然,这不仅是违背了教育规律9也是违背社会主义精神,违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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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时代主题的,囚 雨也不是完整的、科学的现代教育价值

观。

我国社会主义高等教育的政治价值”主要体现在它对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政治制度J锞

证国家发展的社会主义方向方面所产生的政治功能。其实现的途径首要的是培养大批热爱社

会主义、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以保持社会主义制度的稳定和发展:世 界进

入现代以后9一个国家的治国专家以及其它各个社会领域的建设骨干一般部是受过高等教育

的社会成员。在我国,一代大学生的基本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素质不仅直接影啊着他

们掌握的文化科学技术知识能否为祖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而且在很大程度上也影响着

祖国的政治方向和政治前途。高等学校历来都是政治思想、观念、舆论的重要阵地,特别是

在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条件下,高等学校更是世界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渗透和西方敌对势力
“
和平演变

”
的重点对象,是争夺接班人的前沿阵地。因此,我国高等教肓更应倍加注意政

治功效的追求,科学地、稳定地认识高狡思想玫治教育的地位和作用,认识它是培养学生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的必要条件,是引导学生在未来的社会实践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可靠

保证,是帮助他们正确认识社会和正确认识自己的基本方法,同时也是凝聚全民族力量的重

要途径。只有具备了对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统一认识,才能真正自觉地坚持把筏育放在高校

教育的首位9切实:加 强和改进高校的思想政治工作,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也才能在坚持

社会主义方向和保证党的领导的前提下继续保护和不断增强高枝广大师生强烈的 社 会 责 任

感、历史使命感和爱国主义热情,从而使高校师生着眼于振兴中华的大业。着眼于国家民族

的持久稳定和繁荣以及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的要求,自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

放,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观念,使他们不仅以饱

满的热情9雨且还应以对国家民族高度负责的严肃态度,在宪法和其它法律的规范下参与国

家的政治生活。科学合理地表达政治意愿,积极维护国家的稳定和全民族的团结σ

文化与教育有着密切的关系9教育是文化传统的载体和手段,文化只有依靠教育才能传

递和发展9才能显示其历史的生命力。文化传统不仅对学校教育的德、智、体、劳诸育的内

容和方法、手段均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就是其它社会因素对教育的影响和作用9{也 往往要

通过文化传统的折射。在历史的长河中,社会的文化传统与教育通过不断的调整与改革,总
是处于相互适应的状况,以维系社会的生存和发展。在中国,传统文化对中国教育的影响和

制约尤为突出,特别是对学生思想品德的形成甚至起着比科学知识的传授还要巨大的作用。

困此,教育除具有政治经济功能外,还具有强大的文化功能。哦们在决定高等教育的文化价

值取向上必须十分重视和正确处理文化传统的继承、批判和创新问题,要十分珍惜、保护和

发掘民族优秀文化遗产,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同时,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我国高等教
i育

在对

文化价值的追求上正面临着一个对外来文化的了解、介绍、学习和借鉴的任务。只有在重视

民族传统文化和正确对待外来文化的基础上,才能创造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 民族 新 文

化,进而对发展世界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正确的处理民族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也是我国在实现现代化进程

中必须处理好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方 面我们对外来的进步文化要有很强的吸收和消化

能力,使其为我所用,同时又要十分注意防止外来文化中消极甚至敌对因素的危害,以免导

致民族优秀文化被消融,进而丧失民族酶独立,这 已成为当代举世关注的重大问题之一。尤



其是发展中国家的一些宥识之士已在强烈哔吁要警惕那种更为阴睑的
“文化帝阃主义”

的控

制形式,防止 “西方化
”

的现象扩展到笫三世界的每一个角落9使这些国家争取发展的努力

走上歧途。在这个问题上值得我们十分重视的是”近年来菠我国散布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

无主义,以配合西方资产阶级的思想渗透和 “和平潢变
″9也已成为资产阶缀自曲化恩潮的

重要组成部分。囚此,我们很有必耍重新认识在批判继承的基础上充分肯定我国优秀的文化

传统,弘扬民族文化,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重要性。这不仅直接关系到我国文化的

兴衰和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能否实现,而且是振奋民族精神、增强族民凝聚力、

提高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发扬人民的爱国主义、顶住外来压力的一个重要条件,在政治上

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因此,在高等教育的文化价值取向上,我们既要反对不讲前提的兼收

并蓄,反对
“
食古不化

”和 “
食洋不化

”,但在当前更应当着重反对全面否定民族文化和主

张
“全盘西化

”
的民族虚无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总之,无论是弘扬民族文化还是借鉴外来

文化,都应当以是否促进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9特别是要以是否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精神

文明建设为标准,来进行文化价值的鉴别与选择、传遴与创造。因此,高等教育与社会文化

的关系乃是高等教育价值观的理论构建中必须认真研究和处理的问题{之
一。然雨9当 我们认

真回顾和总结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高等教
:育

的成缋和失误后”我们就会浦楚地耆到,随着党

的工作重点转到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中心以后9我国高等教
′
育密切注枧了在世界拖围

内兴起的科学技术革命的挑战,但对改革开放条件下9随之雨来的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渗透

却有所忽视,对这种渗透和反渗透斗争的严竣性、复杂性和长期馊缺乏应有的恩想警惕和相

应的对策。反映在教育价值观的取向上则表现为重视教育的社会经济价值,重视科学技术在

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作用和强调学校工作应以教学为中心等,这些无疑都是旺大的进步,但

却产生了忽视教育的政治价值、伦理价值和文化价值追求的倾向。反映在高等学校的办学方

向上,表现为思想政治工作被削弱了,社会实践和劳动教育放松了。随着形形色色的西方哲学

理论和文化思潮特另刂是尼采、萨特、弗洛伊德等人本主义、存在主义思潮的涌入和商品经济

的发展,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以及极螨个人主义、拜金主义等剥削阶级的入生观、价值观乘

虚而入,纷至沓来,严重腐蚀着青年一代,也腐蚀着一代太学生。他们中的一些人错误地接

受了 “讲实惠
”
、 “

一切向钱看
”
等 “重利轻义″观点的影响9一些人则否定集体主义,完

全离开社会发展的需要去追求
“自我价值

”,鼓吹 “自哦选择〃、 “自我设计
”和 “自我实

现
”,在文化观上则全盘否定民族文化,盲目崇拜四方文化,等等。价值观念的变化,必然

导致政治观点的倾斜,这就是某些年轻的学生们容易接受,那些顽圃坚持资产阶缀自由化的所

诏 “精英〃们所鼓吹的
“经济上的私有化

”, “理论上的多元化”, “政治上的多党制
”等

等错误观点和主张的重要思想根源。通过前年那场政治风波,更加充分证明了教育价值的扭

曲,必然导致高等学校办学方向上的摇摆。谇是十年来中国高等教育在取得臣大成绩的同时

所产生的最大失误。我们一定要牢牢记取这一付出了高昂代价而取得的深刻教讷I,注意发挥

高等教育的经济功效的同时注意发挥高等教育的政治功效、伦理功效和文化功效,认真加强

和切实改进我国高等学狡的思想政治教育9坚持社会主义的办学方向。栩强高等学校的思想

政治教育,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主导地位9帮助大学生们掌握辩证啦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墓本观点”学会正确认识和分析奋L判有肜晌的资产汾级现代哲学、经

济学和当代社会革义某些流涿的错误思煳,形成正确的世界观、j`'生 观和价值观夕以提高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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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观的能力。与此同时,还要在思想教肓中,注入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内
容,并要把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把艰苦创业、勤俭节约的教育,把竞争拚

搏和团结协作的教育,把国情教育和世界形势的教育结合起来,坚持社会主义集 体 主 义 导
向,强调以

“
奉献

”
为标准的社会价值,反对以 “

索取”
为尺度的所谓 “

自我价值
”,强调

树立共产主义思想,反对片面追求
“
自我价值

”
、

“
自我实现

”
。特别是在当代一些资本主义

国家由于科技革命和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出现了一些相对稳定和发展的新现象,而某些社会
主义国家由于工作上的失误遇到了一些暂时困难甚至出现了重大曲折的形势下,一项紧迫的
任务就是要帮助大学生们懂得中国和世界的历史、现状和未来,了解中国的国情和世界的形
势,搞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分清科学社会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 ,

坚定社会主义的信念,弄清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思想理论基础,解决思想深层次的问题。要联
系国际形势的复化,使他们真正弄清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出现了一些新的稳定发展的现象,但
资本主义的本质、基本矛盾及其局限性并未改变;社会主义虽然遇到了一些困难、曲折,但
战胜了这些困难,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获得新的发展,社会主义必然要取代资本主义的社会发

展总趋势并未改变。要使他们真正 认识中国人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必然性,以及只有

在党的领导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才能给中国带来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富强、人民的富裕 ;

要使他们真正认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同时也是中国社会主i义
建 设 的 需

要,是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尽管目前党内还存在某些腐败现象,但它在党内从来

都是非法的,而且无产阶级在改造客观世界的斗争中,始终应包括改造自身的斗争。因此 ,

不能因为党内目前还存在某些腐败现象而动摇坚持党的领导的信心。要做到上述这一切,就
需要耐心地、具有说服力地帮助大学生们不仅看到中国目前的暂时因难,更要看到中国的政

治优势和光明前途;不仅看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表面繁荣,更要看到其本质及其不可克服的固

有矛盾,进一步坚定社会主义的政治信念,极大地振奋大学生们的民族自信心和爱国主义热

情。

(三三)

近年来我国在开展教育价值观的讨论中,把教育的价值观区分为社会发展服务的 “工具

论教育
”

和为人的发展服务的 “
本体论教育

”已成为争论的焦点。教育作为培养塑造人提高

新一代人素质的生产活动,是同人的社会化联系在一起的。人的发展取决于社会的发展,离
不开所处的社会历史条件。因此,马克思主义历来反对离开社会的发展去抽象地谈论人的发

展,并曾尖锐地指出这不过是资产阶级为掩盖其教育的阶级实质施放的烟雾。事实上,即使

在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剥削阶级,当 他们的阶级利益与社会发展的利益

相∵致时,他们就会通过教育推动社会的发展;当 两者的利益发生矛盾时,他们就会使教育

服从他们的阶级利益,对社会的发展产生阻碍作用。至于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社会发展的

利益同个人发展的利益是完全统一的,是互相促进,互为条件的。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建设迫

切需要提高人的素质,教育为社会发展服务是通过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人来实现的。因

此,我国高等教育注重追求政治的、经济的社会功效与培养全面发展的人这一社会主义教育

理想之间不仅不相矛盾,而且具有本质上的一致性。这是由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



发展不是建立在掠夺和奴役的基础上,不再以损害绝大部分成员个人的发展 为 前 提、为 代

价,相反,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为个人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和条件,为实现培养全面发

展的人的这种教育理想奠定了现实可能。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正是在历史

地考察了经济活动的社会特点之后,把这种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的教育理想置放在新的社会

现实的基础上9揭示了人的发展、教育的发展同社会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指出了人的全面

发展实现的可能和实现的途径,体现了超越过去时代教育论的科学精神。当然,即使在社会

主义条件下,社会发展与个人的发犀虽然具有一致性,并不意味着二者的全部重合和二者差

异性的全部消失,但又不能因此而把人的自我价值和社会价值分割开来。应当看到教育通过

提高人的素质,不仅相应地提高教育的社会价值,同时也必然相应地提高人的价值。这种价

值观既包括对社会发展需要的满足,也包括对人的自我生存、发展需要的满足。因此,否认

教育对提高人的自我价值的作用是不对的。相反,教育在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前提下,必须

考虑个人发展的需要,而个人的发展又必须依赖于社会政治、经济发展所能提供的条件与可

能。我国高等教育追求社会经济功效的尽可能发挥,正是对这些条件和可能的积极促进。在

这个问题上,广大教育工作者的责任就在于把受教育者个人的发展引导到与社会发展相一致

的轨道上来,使受教育者以社会价值作为自我价值实现的标志、尺度和表现,以 促进受教育

者的健康成长,并对社会的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a

我国高等教育既然具有通过提高人的素质9为社会发展服务的功能,就有一个如何通过

高等教育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更好地为社会、发展服务的问题。恩格斯早在 《共产主义原理 》

中,就 曾比较详细地论述了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与实施全面发展教育的关系,其 中心意思就是只

有实施
“
德育为首,五育并重

”
的全面发展的教育,充分发挥教育的整体功能,才能达到培养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目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必须进一步明确的是

高等学校在实施德、智、体、美、劳
“五育

”
中必须把德育放在苜位,是因为在人的全面和

谐发展中起决定作用的主导成分是思想品德,它具有倮证正确的政治方向,提供精神动力、

智力支持和指明人生逍路的作用。同时,又要认识
“五育

”
虽是不可分割的和相互促进的 ,

但又各具独立的本质和职能,是不能互相取代的。由于现代化社会生产方式要求所有社会成

员以科学知识代替小生产经验,以科学智力代替经验智力这一发展趋势,使以系统传授科学

文化知识、技能和开发智力的智育在现代化教育中尤其是在负有培养高级专门人才和发展科

学技术双重任务的高等教育,在未来的知识化、信息化社会中占有和起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和作用。因此,在贯彻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中'我们必须坚持德育为首,反对智育第一,但又必

须加强智育,努力优化高等教育的层次结构、专业结构和课程结构,根据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经

济建设的需要不断更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在高等学校建立完备的现代化的文化科学知识

的传授体系9保证提高智育质量。同样,体育、美育都是全面发展教育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

部分,它们具有健全体魄,陶冶情操,促进德育、智育的作用。没有体育和美育的教育,是

不完整的教育。至于在高等学校实施劳动技术教育则是贯彻马克思关于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

学说和我国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的重要措施。高校的劳动技术教育具有促进脑力劳

动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理论与实际相结含9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相结合,发展学生结合专业

的实际操作能力的职能,雨实际操作能力又是现代人所必须具各的萦质和才能ψ同时”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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