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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年人才培养观及其现实启迪 ①

王梓霖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６）

摘　要：刘佛年是我国当代著名教育家，非常重视人才培养工作，认为教育要培养大量的有文化的优秀劳动者和一
定数量的高级人才。他提出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建立培养“尖子”人才的专门学校，活跃学术自由氛围，促进创

造型人才的培养，破格培养、提拔优秀人才，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等人才培养途径，其人才培养观有重要的现实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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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佛年是我国当代著名的教育家。他一生从事教育工作，以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历史责任感研究我

国的教育问题。他在《关于个性全面发展教育的几个问题》《片面追求升学率与人才培养》《谈谈全面发

展的方针和教学改革的问题》等文章中对人才观做了详细的论述。了解刘佛年的人才培养观，对于我

们树立正确的人才思想、把握人才培养途径、培养具有高素质的社会需要的人才有重大的现实启迪。

１　人才观
刘佛年对“人才”是这样理解的：一种是大量的有文化的优秀劳动者，另一种是一定数量的高级人

才。刘佛年关于人才观的看法，是与教育目的和教育质量紧密联系的。教育目的要求教育要培养德、

智、体、美、劳等各方面全面发展的人，而教育质量要求培养优秀、合格的充分发展和自由发展的人。

就普遍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来说，刘佛年认为，需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

即大量有文化的优秀劳动者。“中小学生中如果多数在德育、体育、美育等方面发展好，在智育方面又

能取得优秀成绩，在职业教育中也受到很好的训练，他就能成为人才。劳动人民中有大量的这样的人

才。”［１］只有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四个现代化才能实现。刘佛年对此阐述得非常详细。首先，全面发展

是要让身心的几个重要方面都能得到有效的发展，兼顾全体。其次，每一种育又必须全面发展。各种育

有不同的作用，没有好坏、重次之分，少了任一方面都会给日常生活和学习工作带来不便。再次，全面发

展，既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和高度。“我们要培养各种各样的人才，不只是一般的人才，而是有专长的

人才，这样的人才能成为有用的人，成为对国家有贡献的人。这是全面学习和因材施教的问题，在学校

教育中，不只是教育学生把各门课学好，还要注意发挥学生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能钻得深些，有一定

造诣。”［１］。

当然，刘佛年还认为，国家除了需要大量的全面发展的优秀人才，还需要很多高级的专门人才，力求

在世界的各个领域都能占领一定的席位。而这样的人才是可遇而不可求的，需要好好观察和发现。现

代社会科技发展迅猛，生活节奏加快，越来越需要各个领域的专业的、顶尖的一流人才。这样的人才一

人能顶一方天，“他们能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在一般学者穷年累月无所创新的领域有所突破。”［１］虽人

数不多，但他们能创造出来的价值是无法估量的，这样的人才是建设四化不可缺少的重要力量。

２　人才培养路径
刘佛年认为，实现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的优秀人才。对人才的培养要具有一种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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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的眼光，要更多地培训有文化、技术的劳动者和培养各种专门人才。

２．１　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
刘佛年认为，全面发展和自由发展，是教育目标，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教育的基

本任务。因此，下一代的教育必须做到全面发展与因材施教相结合，在全面的教育和广博的知识的基础

上培养专才。首先，教师要发挥主导作用，深入了解学生的个人情况，照顾每个学生的特点，对于不同的

学生提出不同的学习要求和进行具体帮助，减小优生和差生的差距。其次，在学校教育中，不只是教育

学生学好各门课程，还要注意发挥学生某一方面的特殊才能，使其有钻研的兴趣，达到一定的造诣。

“总之，要有一个新的人才观，不论在普通学校或重点学校，都要因材施教，让每个学生充分而自由的

发展。”［１］

２．２　建立培养“尖子”人才的专门学校
“尖子”人才对于建设四化有着重要的意义，抓好“尖子”的培养，对加快四化建设是大有益处的。

再好的人才，没有适当的条件，也出不来。个别的“尖子”在机缘巧合之下被挖掘出来，是偶然性的；但

是成批地出“尖子”，必须要有良好的外界条件，加之有意识地培养才可。因此，刘佛年提出建立培养

“尖子”人才的专门学校：其一，把重点高等师范院校办成真正的重点，多招优质学生，明确培养目标，进

行专业培养，为培养“尖子”人才提供足够的师资。其二，要为培养一流人才创造环境，多培养高校研究

生，大量做科研工作；要把优秀人才尽量吸收到研究生院，在学术上造诣深、有声望的教授指导下，提高

培养质量，为成为“尖子”人才创造条件。“总之，‘尖子’不一定要多，但要真正质量高，要有专门的学校

来培养。”［１］

２．３　活跃学术自由氛围
中国教育学术界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传授知识主要靠教师传授，引经据典、崇拜权威的风气很

盛，自由讨论的氛围不浓，习惯不好。刘佛年认为，学术不应有禁区，不能搞学阀活动。要解放思想，提

倡学术民主，形成自己的学术特点；要让学生自由讨论，大胆争辩，通过摆事实、讲道理的方法来表达自

己的观点；教师之间要经常开展交流先进经验、学习先进经验的工作，使好的经验能够迅速传播开来，指

导实践；要开展并坚持学术活动日制度，创造一个学术开放、兼容并包的学校环境，促进学校水平的提

高；学校要开放，既要进行全国性的学术交流，又要派专家出国进修，吸收外面好的资源。“我们要为四

化培养各种优秀人才，一定要博采众长，广求名师。”［１］

２．４　培养创造型人才
刘佛年非常重视创造型人才的培养，他认为，四化建设需要大量的敢想敢说、敢标新立异的创造型

人才。“凡是有革新、创造的地方，事业就有活力，工作就前进。”［１］对此，刘佛年主张：其一，创造型人才

要从小培养。儿童的学习能力很强，思想自由，接受力和可塑性极强，这就为创造能力和精神的发展打

下了坚实的基础。其二，教师要实行创造教学，采用启发式教学方法，把学生的聪明引导到恰当的方向

去，引起学生的学习兴趣和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充分发挥学生的潜力，让学生自己去创造。其三，要

多开展课外活动，要求学生发挥自己的独立性、创造性去分析和解决问题，在实践中锻炼创造能力和革

新精神。其四，教师自身要培养创造能力和精神，充分利用教育环境发挥创造能力，只有自己尝到了创

造的乐趣，就会鼓励学生也去创造。

２．５　破格培养、提拔优秀人才
刘佛年认为优秀的人才，除了培养，也需要提拔。传统的人才观，墨守成规，固执死板，论资排辈。

刘佛年是非常反对传统人才观的。他认为，真正有才能的学生，不用和大部分学生一样，老老实实地按

级升学；在学校里学得快的，要另外制定教学计划，量体裁衣，因材施教；已经崭露头角的大学生、研究

生，可以把他们送到水平更高的学术环境去深造；在工作中表现优异的人，抛开因循守旧的陋习，破格提

拔；在某个阶段或者领域已经达到一定造诣的人，要授予相应的荣誉或奖励，来鼓励他们再接再励创新

高。我们要解放思想，打破传统思想的束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人才。

２．６　改革传统的教学方法
刘佛年认为，我们的教育是面向现代化，我们所要培养的人才是现代化建设的人才。“所以在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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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教育的一切仍然有益的教学方法的基础上，发展适合现代化要求的教学方法，这是教育改革的必然

趋势。”［１］其一，教师讲课要有启发性，多做分析探讨，激起学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充分发挥学生学习

的主观能动性，培养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创新精神。其二，提倡课堂上自由讨论，树立学生的自信心，增

加学生自学的份量，积极倡导在教学工作的各个环节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独立工作的能力，为终生学习

打好基础。其三，在传授书本知识时，必须明确学生学习的目标，使学生理解知识与实际的联系，并增加

课外阅读，多参加有关的社会实践。其四，教学要讲究科学性，按照教学规律来革新教材。其五，教师要

提高教学的积极性，经常进行教学方法的研究，有针对性地对教育问题进行处理。其六，由“再现型”教

学向“创造型”教学转变，引导学生提出新问题，作出新的回答，摆脱旧框框的束缚。总之，教学方法要

注意调动学生的全部身心，尊重教学规律，重视学生个体发展。

３　人才培养观的现实启迪
刘佛年的人才观，时至今日仍不失其光辉色彩，在生活节奏变快、科技更新换代频繁、知识爆炸的新

时代，更具有现实启迪。

３．１　有助于反思以成绩定标准的应试教育
应试教育主要是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学生们为了升学而学习，以成绩作为衡量学生聪明与否、教师

教学好坏、学校质量优差的唯一标准。刘佛年的人才观为基础教育改革指明了发展的方向，提供了借鉴

的依据，明确了人才的培养目标，更加注重“人”的自由发展。即使到了２１世纪，刘佛年的人才观也是
新颖的、与时俱进的，是我们必须一致推崇、学习的，是我们进行基础教育改革必须要遵守的指导思想。

３．２　选择恰当的好的教学方法，促进合格人才的培养
人才培养既要重视学生个性全面发展，又要遵循教学规律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因材施教。刘佛年

认为，优秀的学生都是教出来的。教师对学生的责任是“培养体格健壮、学识渊博、才思敏捷、道德高

尚、个性发达的完整的人”［２］。人的学习潜力是非常巨大的，只要用一点点办法，就可得到很好的成绩；

如果办法更好，甚至可以取得更好的成绩。大部分人的可造性是差不多的，没有智力、等级之说，这就需

要用恰当的方法、合适的角度去引导，去教化。

３．３　做好一流高级人才的培养工作
刘佛年认为，高校肩负着培养大量具有各方面专长的人才的重任，这是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可缺少

的力量。我们需要培养一大批一流的、具有突出能力的高级人才。有了这样的人才支撑，在科学技术、

科研水平方面才有竞争力，才能在新的研究领域占一席之位，才能提升国际影响力。因此，高校更多地

应承载着培养高素质、高水平的一流的高级人才的使命，而不应沦为只发放文凭的低趣味场所。

３．４　终身教育，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现在国外盛行“终身教育”，就是讲一个人要不断接受教育、不断发展。和欧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

还有很大的差距。刘佛年从人才的培养中看到了人才培养终生性的重要，告诫我们在每个时期、每个阶

段都要坚持人才的培养，为社会的发展源源不断地提供人才支持。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遵循人才成

长规律，脚踏实地，在全社会终生教育体制下，着眼社会需求与长远需要，“全面规划，系统培养各类人

才，充分形成人成其才、人尽其才、人才辈出的良好局面。”［３］

刘佛年一生都在为教育事业而努力、奋斗，学贯中西，一心想着报效祖国，忧心国家的人才培养，可

谓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典型代表。他是一个时代标杆性的人物，是值得学习的好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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