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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质，可以简单地理解为人思想中纯
洁的品质，充满了爱和善良的品质。

人的素质可大致分为生理素质、心理
素质和社会文化素质。

素质教育，就是通过教育帮助人们祛除
不好的思想，帮助人纯洁思想品质的教育。

素质与素质教育有着密切的联系。人的
素质的提高离不开教育。社会文化具有什么
样的素质，就有与之相对应的素质教育。

素质教育是创造文明社会的基础，当
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素质像纯金一样灿烂，
文明就出现了。

当前我国素质教育现状并不乐观，一
是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和传统人文规则拉
开了差距，二是基础教育中应试教育比重
过大，压缩了基础教育中素质教育的时间
和空间，体现在道德教育、情商教育和规则

教育方面严重缺失，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
很多年，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当经济发展速
度超过文化普及速度之后尤显突出。

中华文明古国的名誉正面临着历史上
最大的考验。候车、候机不排队，车厢里、机
舱里脱鞋放臭脚，公共场所大声喧哗，吃东
西时乱扔乱吐，开车互不相让、随意停车，破
坏公物的行为都是素质教育缺失导致。

当素质教育中道德教育出现持续缺
失，基础教育整体也会深受其害，一些人
做坏事时毫无恐惧感，唯利是图就成了家
常便饭。甚至会出现高分缺德的所谓人
才，那些研究地沟油和三聚氰胺毒奶粉技
术的人学历一定不低，那些研制瘦肉精和
假药的人也一定都是聪明人。

当素质教育中情商教育出现持续缺
失，人会因为心胸狭隘失去谦让之心，家

庭矛盾、邻里纠纷，因小失大的悲剧接连
上演，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杀人犯法，但又
有多少人因为情绪失控成为了罪犯。

当素质教育中规则教育出现持续缺
失，诚信也跟着缺失了。不守规则甚至破
坏规则挑战法律的情况也会时有发生，艺
术节、学术界也出现抄袭、盗版，甚至连最
纯朴的农民、救死扶伤的医生、教书育人
的教师等群体，也出现了个别人不守规则
的行为，破坏了社会的文明。

这些现象都是人的思想中自私、缺少
爱心等不善良的观念导致，要把这些坏思
想祛除，必须要加强素质教育的力度，因
为这些坏思想不仅仅是一个人或一个家
庭不和谐的根源，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文
化发展的毒瘤，素质教育是民族文明的根
基，决定着民族发展和国家的未来。

素质具有个体性、群体性和民族性的
统一。既要重视个体的素质的教育，又要
重视群体素质的完善，更要致力于全民族
整体素质的提高。

素质教育必须遵循人的素质整体结
构的规律,从人的整体素质结构出发，使素
质教育与人的素质结构相适应，才能养成
人的整体素质。

要从根源完善素质教育，首先就要
复兴我们民族文化，着力打造文明和谐
的社会环境，这不仅是未成年人的教育，
现在的成年人也是在当年素质教育缺失
的环境中毕业走进社会的，所以，素质教
育任重道远，但靠学校的力量远远不够，
这需要整个社会行动起来，需要每个人的
努力。
郑州报业集团记者 王红

连日来，社会各界对高考状元的关
注有愈演愈烈之势，甚至呈现出畸形状
态。状元们的家庭背景、学习习惯、“传
奇”逸事、报考专业，都成为热议焦点。

关注状元，不能不提到评价模式。根
据相关方面的最新统计，2014年中国各地
区高考新科状元中，加分状元有23人，复
读状元有两人，“人造状元”占状元总数的
32.05%。仅看这一数字，并不能说明什么
问题。高考加分的本意，就是为弥补现有
高校招生制度单纯以分数为评价标准的

缺陷而制定，是为了鼓励学生注重全面素
质提高的一项措施。

但正像我们看到的那样，现实中的高
考加分，正被逐渐异化。比如，辽宁本溪
高级中学87名体优加分生，日前就爆出涉
嫌造假、花钱买证的丑闻。事件本身是否
涉及横跨教育界、体育界的腐败，尚待权
威调查盖棺定论。而正如相关专家所说，

“要真正规范高考加分，让高考加分对基
础教育的素质教育起到积极推动作用，还
得推进高考制度改革。这就要求落实国

家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推进考试招
生分离，落实高校的办学自主权，建立多
元评价体系。”

不再只关注状元，转而关注所有考
生，关注所有孩子的健康成长，推行真
正的素质教育，不让当前异化的高考
加 分 成 为 阻 碍 高 考 制 度 改 革 的 绊 脚
石。如此，强调的都是回归常识，回归
常态。但常识普及容易，常态回归异
常艰难。

特别是在高校自主招生遭遇“自主腐

败”质疑的状况下，如何推进高考制度改
革，如何建立多元评价体系，更是步履维
艰。但必须看到，不管是高考加分异化还
是自主招生腐败，都不是推行素质教育的
对立面。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只要能够
做到改革与公平兼得，惯性腐败能够避
免，所有担忧自会消除。在高考制度改革

“源头指引”下，素质教育的推行自当水到
渠成。凝聚共识，多方发力，理想预期终
将照进现实：这是基础教育之幸，更是一
代孩子之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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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社会齐努力 推进素质教育
郑州中原基础教育研究院院长 邹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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