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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论文化素质教育》作者周远清、阎志坚。
《论文化素质教育》共由文化素质教育的时代意义；素质与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知识、能力与
素质；大学教师的素养、大学的品位与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
配合等七大部分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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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文化素质教育的时代意义加强文化素质教育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提高高校学生人文素质的必要与可能大
学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先导性双翼健劲长空竞胜也谈大学生文化素质培养的重要性教育观念的深化提
高认识转变观念努力加强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革新之研究素质与素质教
育素质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关于高等教育思想观念改革的再思考试论素质教育素质：人的内在
之物素质方法创新论素质与素质教育素质教育的哲学思考也谈素质和素质教育大学素质教育论纲素质
教育是一种教育观而不是一种教育模式我国本科教育目标应当作战略性调整——“高等教育培养目标
系统和规格的研究”课题研究报告摘要再论素质教育的基本点对素质教育理念的一些思考素质教育的
针对性教学理论与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是“育人”非“制器”——再谈人文教育的基础地位谈谈人
文教养与人文学科文化素质教育应确立全人教育理念素质：教育的沉思高等学校的素质教育与通识教
育漫谈大学教育中学生文化素质的培养人文素质、人文精神与高等教育从“三注”到“三提高”——
关于高校人才培养中教育思想观念的探讨论加强文化素质教育与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关系赋予文化素
质教育持久的生命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校文化素质教育对加强大学生素质教育的几点思考知识、
能力与素质对知识、能力、素质三者关系的探讨迎接时代挑战更新教育思想和观念（节选）论人的素
质和能力文化素质教育要在“化”字上下功夫“个性差异”与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与人的全面发展
人才成长岂止在课堂——论大学潜在课程的育人价值略谈专业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大学教师的素养、大
学的品位与素质教育大学教师与人文素养积极推进以提高文化素养为核心的大学教师的继续教育论高
校“素质”品味大学品位大学的品味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评价的思考论高校素质教育工作的评价
文化素质教育的探索与实践关于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思考与实践关于大学文化素质教育如何走向成
熟的思考文化素质教育与创造性培养论文化素质教育与创新人才的培养不能以创新教育代替素质教育
知识经济时代的人文教育在专业课程教学中渗透人文精神高校文化素质教育与教育理论教育思想改革
的重要进展——素质教育论文化素质教育要在“素质”、“思想”上下功夫在更高水平上推进文化素
质教育贯彻全教会精神进一步加强文化素质教育建设好文化素质教育基地提高人才培养质量高等教育
人才培养的一项重要改革——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工作的实践与思考高等学校文化素质教育硕果累
累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回顾与思考努力从系统优化角度深入探索与实施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人文教
育与科学教育融合对立耶?一体耶?——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历史考察科学人文相融爱国创新与共—
—再论让中华诗词大步走进大学校园树立新的教育理念推进科学教育与人文教育的融合科学与人文相
融——论结合专业教学进行人文教育文理渗透与教学改革科学呼唤人文人文导引科学建立“人文教育
与科学教育相融合”的教育理念推进对大学生人文素质教育的开展文理会通：大师之道附录：关于加
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教高[1998]2号文件）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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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关于文化素质教育还需要再明确以下几个问题：第一，文化素质教育的内容，我认为主要还是人
文科学教育和艺术教育，当然，对文科的学生需要加强自然科学的教育。
一开始不一定弄得太宽。
第二，文化素质教育同政治课的关系，政治课是我们德育的主渠道，这一点不能动摇。
政治课现在也正在改革，不能去冲击政治课。
另外，我们的文化素质教育搞好了，会有利于学生学好政治课，二者相辅相成，这样就拓宽了德育的
视野。
所以，文化素质教育特别要在提高学生的文化品位、格调、情感和价值观的取向这些方面多做些工作
。
第三，暂时不要去大面积调整教学计划。
可以多设些人文类的选修课。
因为教学计划的调整到一定时候——特别是将来专业调整时肯定是要做的。
可以开设些选修课或者限制性选修课，但主要的还是要通过课外教育，创造氛围，开设讲座，提出要
求。
我们要把提高大学生的文化素质纳入培养计划。
希望教务处在这方面起重要作用，不管是由校长牵头还是由书记牵头，教务处都要管这件事情。
当然，个别学校、专业做些试点，调整一下人文类课程和专业课程的比例也是可以的。
教学计划制订权和教学计划实施权已经交给学校。
但政治课除外，因为要按照三部委规定的学时执行。
为搞好这项工作，我们也会建议开设一些必修的和选修的课程，请学校研究。
第四，文化素质教育同专业教育的关系。
提倡文化素质教育不是要冲击专业教育，而是要从整体上提高学生的全面素质。
但是，有一条，我们的业务课也要有一定的文化深度，包括教书育人。
文化素质教育应该渗透到一些课程里面。
第五，不搞花架子，不搞一刀切，不搞形式主义。
我最反对大哄大嗡，这不可能长久，也不符合教育规律。
各学校可以各按步伐进行试点，但我们要组织交流，以便提高认识，探索如何深入开展文化素质教育
。
我们准备在北京组织一次专家报告会，请一些在这方面有较深修养和学术造诣的专家做报告，进一步
提高认识。
在提高认识的基础上，大家进行试点。
第六，注意文化倾向。
大家知道，文化是有倾向的。
我们对学生的教育要把正确的东西和最精华的东西教给学生。
　　最后一点，必须加强教育理论的研究。
加强文化素质教育非常重要，是个大问题，所以我们也是非常慎重的。
一开始我希望有30个学校作为试点，但是在操作过程中要求参加的学校很多，有的学校三次到北京要
求参加试点。
所以，现在扩大到50所院校进行试点。
这里确实有很多问题需要研究，学校教育研究所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研究。
希望大家在理论上加强研究，实践中积极探索，努力把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上面讲的三个问题是相辅相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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