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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谈多元化教育 ①

周凡圣
（雅礼中学，湖南 长沙４１０００７）

摘　要：一直以来，简单划一是制约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根本问题，它使我国教育不惜用同样的内容和方式教育不
同的青少年学生。而随着时代的多元化，这种单一的教育模式越来越暴露自身问题，也催生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多

元化教育理念。从多元智力理论的引进到“终身教育”的提出与试行；从“教育要多元化”的深切呼声，到上海推出的

《〈历史与社会〉学生自备档案》的教育多元化思想的践行，都展示着多元化教育理念的先进性。教育多元化包括教育形

式的多元化、教育评价的多元化、教育投入的多元化、招生制度的多元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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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科学技术日新月异，文化教育蓬勃发展，我国的教育规模也空前壮大，单从高等教育入学

率来看，已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２％～３％提高到了现在的１５％，大学扩招使更多的莘莘学子圆了大学
梦。但是，数量并不代表质量，中小学生书包沉重，素质教育流于形式，基础教育教条刻板的情况仍普遍

存在，进大学欢天喜地，出校门就业迷茫的现象也并不少见，那么我们的出路在哪里？我们为什么而学？

我们的教育如何做到更高效？当前，社会各界关于“教育多元化”的呼声日益高涨，多元化的社会需求

必须有多元化的人才做支撑，多元化的人才必须来自多元化的教育。做为一名学生，我深知个人的思考

和见解都很有限，通过参考教育专家的观点，借助父辈的言传身教，结合自己的切身体会和思考，在这里

我尝试着表达对教育多元化的认识。

１　教育形式的多元化
教育形式要根据不同的教育阶段和教育对象而有所变化。

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落实学校标准化建设。平均分配教育资源，使基础教育整体水平得到提高，

使各地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为公平教育提供保障，以此改变为了择校而耗费精力财力、甚至滋生腐败

的现状，同时也利于解决部分家长因人才流动而影响子女教育的问题。

二是在职高以上的教育阶段，实施差异化教学。对教学模式进行改革，因材施教，根据入学成绩和

综合测评，建立“基础班”“普通班”和“提高班”，通过开办特色专业、设置新型专业，从学校师资力量的

实际情况出发，设置适应社会发展需求的专业，加强校企合作，开展定向委培，对具备专业技术特长的奇

才、怪才，可直接与社会企业挂钩，提高培养人才的效率，切实做到人尽其才，材尽其用，实现毕业与就业

的无缝对接。

三是深化课程设置改革。把课程与专业培养融合一体，把重心放在专业课上，以实践为目的，学以

致用。把管理课与专业技术课结合起来，根据学生不同的禀赋和兴趣爱好，开辟专业选修课，培养复合

型人才，积极开展创业教育，通过培养社会需要的多元化人才，把教育资源有效地转化为生产力，多渠道

缓解学生出校门后的就业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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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注重艺术教育的质量和导向。多元化的教育自然包括艺术教育，要引导学生和家长正确对待

艺术教育。艺术教育应该是以培养孩子良好爱好为目的，是贯穿孩子成长全过程的素质教育，确有天份

和兴趣的同学把他当做毕生追求和职业当然是理性的选择，可是目前许多家长和学生却陷入了误区，不

少同学为了文凭违背自己的志向，不管自己有无艺术天赋和兴趣都盲目地加入到艺考大军之中，将此当

做通往象牙塔的捷径，最终却因竞争惨烈，在付出高昂经济代价之后无功而返。

２　教育评价的多元化
教育评价是检验教育成果的手段，科学的评价体系有利于发现人才、培养人才和保护人才。

一是兼顾教育评价内容的整体性和综合性。传统的“应试”教育，对学生的评价主要集中在认知领

域，比如知识的掌握、逻辑思维能力等，对老师的评价就是他的学生的考分；而对学生的思想品德、心理

素质等素质教育并没有硬性要求，现实中不乏初中生、高中生、大学生甚至硕士生、博士生心理扭曲，选

择死亡来对抗不合理评价的案例，因此，教育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十分重要，应当合理评价教和学，不

仅要评价教育活动的结果，也要评价教育活动的过程；不仅评价学生在知识、技能、智力和能力等认知方

面的发展，还要评价情感、意志、个性、人格等非认知因素的发展。通过评价促进学生学业和心智都健康

成长，在挖掘学生潜能的同时，做到尊重个性，接受不同，要使每一个学生在收获学业进步的同时，也收

获自信和友善，收获人格上的成长，增强接受挑战和摆脱逆境的能力，古语云“天生我材必有用”，以人

为本的教育评价体系才是最科学的。

二是注重发展性评价机制的运用。要给学生多次评价的机会，重视学生成长轨迹的记录，通过全过

程中的积累形成最终评价。可以尝试建立积分制，记录学生课堂、课外活动情况，将学习成绩和道德操

行等形成权重分值，再结合硬性的考试，来权衡学生的进步。

三是教育评价主体的多元化。当前，我国社会政治与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入，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是

必然趋势，学校、家庭、教育主管部门、政府机构，甚至学生都应该参于。在“应试”教育中，教育评价活

动的主体是学校管理人员和教育管理部门，有很大的片面性，作为评价对象的教师和学生则完全处于被

动的地位，没有任何主动选择的余地。教育不单是教育部门的事，而是全民全社会的事，应多几股力量

来共同推进。多主体的教育评价，有利于提高学生的自信心，通过健康情商激发求知欲，有利于全方位

落实教学目标，使学生通过更多的参照物来调整自己努力的方向，从而更加自主地学习。多方介入的评

价，还有利于理论联系实际，促进学生思考能力和动手能力并举，为走向社会、适应社会垫定基础，家校

合作、社会合作有利于构建和谐社会，教学相长，人们往往在教育别人的同时，自己也受到了教育。所

以，我们应该建立多元化、开放性的评价主体，让更多的力量直接参与到教育中来。

３　教育投入的多元化
我国目前的教育规模空前高涨，一方面出现学校多、专业多、学生多的盛景，另一方面却出现师资

少、企业招工难、毕业生就业难等怪象，其根本原因还是教育投入问题。中国人均公共教育支出为４２美
元，美国为２６８４美元，是中国的６３．９倍。如果考虑到人口的因素，我们以人均ＧＤＰ来比较，中国人均
公共教育支出仅为人均ＧＤＰ收入的０．８２％，美国为６．１０％，是中国的７．４４倍。日本为４．２８％，韩国为
３．０１％。俄罗斯为１．８７％，是中国的２．２８倍，巴西为２．２９％，是中国的２．７９倍。所以中国不仅与发达
国家有很大差距，即使在金砖四国中，中国的教育投入也排在末位。１９９３年，国务院制定《中国教育改
革和发展纲要》，提出教育经费支出在２０世纪末占国民生产总值４％的目标，迄今尚未实现［１］。加上我

国教育投入同质化严重，导致投入和产出不成正比，人才培养质量不容乐观，要改变这样的礮境，教育投

入的多元化应该是必由之路。

政府要加大教育经费投入的总量，加强经费投入的强度。一是加快普及高中阶段的教育，落实《发

展纲要》提出的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９０％以上，这方面虽然政府是投入的主力，但也应该实现经费投入
多元化，让民办高中成为有力的补充。二是提高中等教育入学率，加快高等教育发展速度。实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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纲要》提出的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到２０２０年提高到４０％以上的目标。先进国家和地区的成功做法值得
我们借鉴，在非义务教育阶段，教育投入更是多元化的，特别是高等教育阶段社会投入占的比例很大，要

积极鼓励社会力量对职高教育、高等教育的投入，制定进一步促进民办教育发展的政策措施，比如设立

专项奖励和补贴资金，从学校升级创优、师资培训、贷款贴息、中高职毕业生培养等方面对民办学校进行

全方位扶持，推动和指导地方探索营利和非营利民办学校试点。三是要建设终身教育体系。《发展纲

要》提出，提高人均受教育年限，到２０２０年使２０～５９岁劳动人口的人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１１．２年，使
国民预期受正规教育年限达到１３．５年，真正步入大众化教育时代。因此，更应提倡教育投入多元化，利
用社会多主体的投资，推动职业培训、继续教育、老年大学等多阶段的教育持续发展，从整体上提高教育

投入。

４　招生制度的多元化
目前大多数学校的招生制度还是被“应试”教育所捆绑，“学而优则仕”的传统思维影响深厚。为了

挤过独木桥，多少学子拼尽全力，多少家庭为之倾囊而出，又有多少同学为避开招生制度，割舍亲情，远

渡重洋！面对这些乱象，我们的招生制度还忍心僵硬下去吗？！

不容否认，现行的统招制度维护了大多数的公平，仍然是甄别英才的有效手段。但自主招生无疑也

为部分有特质的学生开辟了实现人生价值的途径，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看，也是公平的，同样是选拔人

才的科学手段。

然而，社会对新事物总是抱有疑虑，各种声音都有：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北京益派市场咨

询公司和民意中国网对２１１７名公众的调查显示，５４．０％的人认为自主招生选拔的是“特长生”，５２．９％
的人认为是“杰出而偏科的学生”；此外，４４．６％的人认为自主招生录取的是“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
３０．０％的人认为是“三好生等全面发展的学生”，还有多达４８．４％的人认为是“有权有钱家庭的孩子”。

不同的声音反映出国人的矛盾心态，担心新的制度连原有的公平都保不住，成为投机者的便道，成

为腐败者的温床，信任危机再次突显。但我们不妨借鉴教育先进国家的经验，美国、英国、加拿大等国家

的大学在录取上有很大自主权，他们根据综合评价机制，结合学生中学阶段的成绩、大学入学考试的成

绩、推荐信、面试成绩，对自己认为有价值的培养对象进行合理审视，注重个人特质，不拘一格收纳人才，

且对录取的学生实施符合个人就业愿望的教育方式，宽进严出，最大限度发挥个体潜能，推行实用教育，

而不是培养高分低能的学霸［２］。又如制造业强国德国，对蓝领倾注的教育热情和投入甚至还高于白

领，他们十分注重动手能力的培养，十分珍惜偏才怪才，全方位的实用教育使其制造业雄冠全球。我国

香港和台湾的大学同样也是招生自主权相当大，其培养的人才在市场经济的搏弈中绝不逊于北大清华，

这说明放开了绝不比捏紧了差。我们在谩骂应式教育的同时，决不能缩手缩脚作茧自缚。

北大“校长实名推荐制”是中国效仿国外大学招生多元化的勇敢尝试，象征了国人的觉醒，应当支

持和推广。但事实并不如意，我们的求稳心态还在作祟，看到弊端而不敢放手大胆改革。也许我们的天

资并不优胜，但我相信自己的价值，我清楚地知道自己需要什么，该朝哪个方向努力，请给我们一个

机会。

多元化教育的内涵还远不止这些，我的理解还很肤浅，有待进一步通过接受教育去提高和完善。我

们期望教育更公平、更广泛、更深入、更高效，无论个人智商优劣、家境贫富、阶层高低，都有接受教育的

权利，全民都有推动教育发展的义务，期望多元化的教育春风吹遍祖国大地，终生教育的雨露滋润每一

个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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