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成“人”是新时期基
础教育现代化的价值诉求

基础教育现代化为什么将核心价值指
向学生的成“人”？这是由基础教育的性质和
现代化的时代特点所决定的。关于基础教育
的性质，《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
的决定》有一个明确的定位：“基础教育是科
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
培养各级各类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这意
味着基础教育不再是“为高一级学校培养合
格新生”，也不是培养专门人才，而是为未
成年人的发展提供基础素养，促使学生从
不成熟走向成熟，从自然人发展为社会人。
就像陶行知所说的解放儿童的眼睛、双手、
头脑、嘴、空间、时间，使其成为具有创造力
的人。[1] 当基础教育的首要任务指向“使一个
初始懵懂甚至具有动物性的人成长为一个
具有现代文明的人”，才能凸显其“全局性、
基础性和先导性作用”。自然地，基础教育现
代化的核心诉求就落实在人的现代化上。这
也正是现代化的时代主题，即关注人的现代
化，“21世纪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任务就是要
促进人的现代化”[2]。近些年，基础教育领域
课程改革所指向的“立德树人”，就是对人的
现代化的最好回应。帮助学生成“人”，成为
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与可靠接班人，也便
成为基础教育现代化的最高目标。

这样一种价值诉求，是现代化建设达到
一定程度的自觉选择。对于现代化，我们耳
熟能详的是20世纪60年代提出的“四个现
代化”，即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国防现
代化、科学技术现代化。经过数十年的现代
化建设，外在于人的支持性和条件性的现代
化已达到了较高的水平，如“教育硬件设施
标准化、教育手段信息化、教育治理法治
化”[3]，这为人的现代化创造了良好的外部条
件，使人的现代化从现代化建设的边缘走向
中心成为可能。尽管人的现代化与其他方面
的现代化是同步进行的，但其受制于其他方
面的现代化水平，需要得到其他方面现代化
的支持，才能实现新的突破与发展，毕竟人
的现代化是最难的。正基于此，将基础教育
现代化定格于成“人”，恰逢其时。

二、成为“完整、完善的
人”是基础教育现代化对人
的质的规定

既然成“人”是基础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追求，那么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呢？主流的看

法是从学生面对现代化所应具备的素养角
度来界定，如早先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的人”，近些年提出的学生发展核心素养。这
样一些识见，实际上是提出了对未成年人的
一种素养期待，主要是组合性素养，即不同
素养的组合，而非整合，不管是“全面发展什
么”，还是“重点发展什么”。诚然，面对现代
化，未成年人需要具备足够的素养应对或引
领现代社会，问题是素养会因时代要求而变
化，很难保证它的持续性和稳定性，现在所
预测的内容未必是将来之所需。因此，还需
从现代化对于人的本质要求入手，寻找其中
恒定的要素以及变中不变的结构。基础教育
现代化对人的规定性主要体现在人的完整
性和自我完善上。马克思在关注工业革命初
期的工人及社会生产效率问题时，曾睿智地
指出“人以一种全面的方式，也就是说，作为
一个完整的人，最终占有自己的本质。”[4] 对
于未成年人来说，成为一个完整的人，而不
是各部分组合的人，具备“整个人”所需的素
养结构，显得更为重要，因为这一阶段是人
生发展之本。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为未成
年人打上具有现代精神的底色，为照亮他的
整个人生奠基。依据我国教育目的的价值追
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可以作为现代精神
的底色，建构未成年人的整体素养架构。当
然，这样的底色期许，还需要学生通过不断
学习，更新与完善素养，实现自我。如是，未
成年人才有可能成长为一个真正意义上完
整的人。如此假定与推理，可以在子路与孔
子的“成人”问答那里找到答案。子路问成
人。子曰：“若臧武仲之知，公绰之不欲，卞庄
子之勇，冉求之艺，文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
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
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
人矣。”也就是说成“人”不是向榜样学习优
秀品质，成为各个要素组合的人，而是通过
自我实践，成为完善的人。

三、课程与教学是实现
人的现代化的主渠道

学以成人，成为完整、完善的人，实现人
的现代化，课程与教学是关键。因为未成年
人主要是通过学校教育习得各类素养，而课
程与教学又是学校教育的主渠道。如何通过
课程与教学助力学生成人，可以从以下两个
方面展开。

（一）分层分类建设课程，为学生成为完
整的人提供素养来源

根 据 美 国 著 名 课 程 学 者 古 德 莱 德
（Goodlad,J.I.）的研究，课程可以分为理想课
程、正式课程、领悟课程、运作课程及经验

课程等五个层次。[5]理想课程是指围绕教育
目的或培养目标应该开设的课程，譬如为
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基础教育
领域应该设置哪些课程。正式课程是将理
想课程变成学生实际要学的课程，如国家
在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设置方案里规
定的课程。领悟课程是指教师理解正式课
程之后所形成的课程，如教师编写的教案。
运作课程是师生具体实施的课程，如围绕
教案进行的课堂教学。经验课程是学生通
过学习获得的课程经验。这五个层次的课
程是相互关联的，是从理念转变为现实的
过程中表现出来的不同课程形态，其中理
想与正式课程的转换与设计十分关键，直
接影响学生作为完整的人所需要的素养的
逐级转换与内化。如何将学生所需要的完
整素养结构设计进正式课程，也就显得特
别重要了。近些年，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的课程一体化改革以及义务教育与普通高
中课程设置方案与各个学科课程标准的修
订，就是这样一种努力。

如果说分层是课程的纵向建设，那么
分类则是课程的横向建设，也就是将完整
的素养结构渗透到各类课程中去，如国家、
地方、校本课程承载不同面向的素养内涵，
整合起来服务于整个人的发展。事实上，不
同类型的课程形态又是融入各个层次的课
程里的，需要在同一个层次开展各类课程
建设。譬如学校开展课程规划，就应当考虑
如何将国家层面的正式课程转换为满足学
生整体素养要求的课程架构，并对不同类
型的课程（如学术课程与非学术课程，分科
课程与综合课程，国家 、地方 、校本课程
等）提出具体的实施与评价要求，服务于学
生的健康成长。看来，只有对课程进行纵横
交错的建设，才有可能促进学生成为完整
的人。

（二）实施为了深度学习的教学，提升学
生的自我完善能力

如果说课程建设是为学生提供素养内
容的话，那么教学则是为学生的素养完善提
供实践机会，也就是为深度学习而教。中小
学生的深度学习应该是这样一种样态：学生
运用各种高阶思维去解决具有挑战性的学
习任务，经历有意义的学习过程，进而掌握
学科核心知识及其思维方式，建构具有迁移
意义的知识图谱，发展具有批判性与创造性
的学习品质。[6] 当学生拥有这样的学习能力，
就能不断更新素养、完善自我。为了深度学
习的教学不是传授知识，而是创设多样的学
习情境，通过问题、项目、活动等载体引导学
生理解、运用、迁移知识，甚至创造新的知识
和思维方式。实践这样的教学，教师要成为
方法与思维的指导者，和学生一起建构学习
的新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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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基础教育现代化主要发展目标：普及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实现优质均
衡的义务教育、全面普及高中阶段教育。质量成为这些目标的核心诉求，主要体现在人的质量规格上，
也就是实现人的现代化。从基础教育的受众来看，便是促进未成年人通过学习得以成人。围绕此主题，
从“为什么”“是什么”“做什么”三个方面展开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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