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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有效发展是依据我国现阶段教育方针 ,结合学生各学习阶段与自身个性发展理

念与途径的选择 。有效发展具有充分性 、民族化 、节约化 、发展途径多样化和结构优化等特征 。

有效发展是在特定时域中的全面发展 ,是立足于现实条件的和谐发展 ,也是走向自由发展的必

经之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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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时中国 ,必须有与之相对应的小康社会教育 。小康社会教育如何促进人

的全面发展 ,有其鲜明的时代性 ,必然也有其历史局限性 ,适应于小康社会需求的人的发展途径有其突

出的特点 ,探求这一特定时域中人的有效发展是小康社会教育的应有之意 。

一 、有效发展是小康社会教育的合理选择

准备为小康社会服务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应当走一条有效发展的道路。小康社会可能给各个学段的

受教育者施以有效发展的教育 ,小康社会需要有效发展的人才群体。

有效发展是依据我国现阶段教育方针 ,结合学生各学习阶段与自身个性发展的一种理念与途径的

选择 。学校对完成义务教育后的学生 ,在高中及高中后学习阶段要结合自己的特色与所处的层次 、专业

与目标 ,对不同群体施以有效教育 ,使受教育者获得必要的思想道德修养 、文化科学知识与相应的技术

技能 ,使其认知能力 、思维水平和精神境界达到相应学习阶段的有限目标。

人的有效发展 ,无论就其发展的分阶段目标 ,促进其发展的方式 ,还是其培育机制和结果而言 ,均呈

现“有效”状态。人类任何活动的有效 ,首要的是这种活动的结果有效 。同时 ,人们以认识 、判别活动结

果是否能够有效满足人们的相应需要为驱动 ,也以提高活动有效满足人们需要的程度为目的 。

有效发展有以下特征:一是充分性 ,应当使受教育者在每个学习阶段获得最充分的教育效果 ,包括

在可能的资源条件下的育人的较高效率与效益;其效果与社会对人的要求更趋适应 。培养各类型各层

次人才 ,提高全民素质 ,发挥整体效益。二是民族化 ,使民族传统以及民族的客观基础 ,如环境 、资源 、历

史基础和发展阶段与现代教育内容融为一体 。在国际化的浪潮中保存民族特色 。三是节约化 ,应当尽

量减少人的发展过程中资源的不必要投入 ,这是小康社会教育的必然选择 。四是结构优化 ,人的发展应

满足社会成员各种不同层面的需要 ,使受教育者总体结构优化 ,不同程度 、不同特点的受教育者形成合

理结构 ,共同生长 ,相得益彰。五是发展途径多样化 ,同样的教育对不同的人产生不同的育人效果 ,不同



的教育对不同的人达到相近 、相似的教育效果 ,可谓“因人而异”或是“殊途同归” 。这既是客观事实又需

要有意识地引导 ,使之符合社会的需要 。

有效发展的观点强调每一个学习阶段人的发展的可到达度 ,是对无效 、低效教育的反驳。面对 21

世纪 ,展望中华民族的复兴伟业 ,我们看到太多的对教育与受教育者的热切期望 ,对未来一代人的整体

期望 , 往往变成对每一个个体的全面要求 ,那些要求之严 ,标准之高 ,常常使我们感叹许多成就显著的

社会精英也难以合格 。“许多讨论管理发展的书籍中 ,试图把`明日的经理' 描绘成无所不能的人。人类

的经验有力的证明 ,普遍存在的都是平凡的人 。因此 ,组织雇用的职工 ,最好的也只是在某一方面具有

卓越的才能 ,而其他方面的能力多数都是平平常常的人 。”
[ 1]
(第 22 页)这些对受教育者个体的过高要求 ,

自然转移到要求教育提供对应的却难以企及的条件。小康社会的全面建设将是欣欣向荣的 ,却也是一

个艰苦奋斗的渐变过程。它属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这个阶段最大的特点是经济不发达 ,最主要的矛盾

是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 ,最根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

半个世纪中人的现代化与物的现代化是相互影响 ,相互促进的。急于求成 ,必欲速不达。

人的有效发展以有效的知识 、能力结构为基础 。这里包括群体的人才层次 、类型结构与个人的知识

能力结构的合理性 ,组成为结构的知识元素与能力要素有效 ,知识能力结构又要与所处的学习阶段所能

提供的条件大体协调 。

人的有效发展以有效教学为核心。“在教育领域中 ,不管什么样的改革 ,如果不能落实在教学领域 ,

不能触动课堂教学 ,引起教学过程和模式的变化 ,那么任何改革都难有实质性的成效。”[ 2](第 2 页)“无

论教学思想如何更新 ,教学内容如何改革 ,最终都要落实在教学进程中 ,要体现在教师的`教' 和学生的

`学' 上 ,一句话要体现在教学效果上。”[ 2](第 3 页)有效教学 ,主要是在教学的微观领域 ,以知识的内化

为基础 ,着眼于教学过程完成教学任务和目的的效果。要注重以有效德育塑造学生的灵魂。

人的有效发展以有效的教育管理为保证 。管理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发挥人力 、物力 、财力的作用 ,

提高管理水平 ,提高工作效率 ,提高经济效益 。管理的基本要求 ,是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 、最好的效

果。苏联管理学家波波夫说:组织和管理 ,如同原子核裂变过程一样 ,可以放出原先潜藏在某个系统内

的巨大能量
[ 3]
(第 274 页) 。

对于有效的教育管理来说:“今天的实际情况是 ,庞大的知识工作者构成组织。在每个组织机构里 ,

……工作重心转移到知识工作者身上 ,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用知识 、理论和概念 ,而不是凭体力和手工

技巧来工作。在这样的情况下 ,当他们对组织做出贡献时 ,他们的工作才算有效 。” [ 1](第 5-6 页)

二 、有效发展是在特定时域中的全面发展

人的发展 ,指人类的个体发展 ,也可泛指个体集合的发展 。其基本含义是“随时间的推进在人身上

发生的变化”
[ 4]
(第 1页)。人的全面发展有三层涵义

[ 5]
(第 75 页) ,一是作为个体的人的全面发展 ,它一

方面是个体的内在本质力量的丰富性的充分展示和实践 ,这反映在:是个人的生理和心理素质 、认识和

实践能力或德 、智 、体等各方面都得到更全面 、和谐的发展;人的先天和后天的各种能力都得到全面发

展;个人需要的全面丰富和满足。个体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的另一方面 ,是个体对全面发展的生产力

和社会交往方式的充分占有。人的全面发展 ,另一层是“全面的人的发展” ,即全体社会成员的全面发

展。

人的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阶段 ,即人类由手工劳动进入到使用大机器生产时期才

提出的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指出 ,只有在消灭私有制 ,消灭旧有分工 ,生产力高度发展的社会条件

下 ,生产劳动才能给每一个人提供全面发展的表现自己全部的即体力与脑力的能力的机会
[ 6]
(第 644

页)。一旦私有制被消除 ,即消灭了阶级 ,消灭了剥削 ,社会为人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而充足的物质 、精神

条件 ,只有到这时 ,才能真正实现具有完全意义上的人的全面发展。这既是共产主义所要求的 ,又是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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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共产主义的目的。

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发展一样 ,是一个逐步提高 、永无止境的历史进程 ,是一个与社会生产力 、经济

文化 、自然生态持续发展相互协调 、逐步提高的历史过程 。它必须通过现实达到的途径逐步向前推进 ,

每一个时期基本目标的实现 ,都是向最高目标的迈进。

建国以来 ,教育界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问题上至今都在较大范围中出现一些“误会” 。“我国 40

年教育发展中 ,以全面发展理论为指导 ,却培养了不少平均发展 、缺乏个性和创造性的人 ,就在于我们未

能正确理解人的个性发展的层次性和历史过程性 ,过于强调学生的平均用力和齐头并进 ,忽视学生的兴

趣爱好和自由选择 ,并使他们获得社会条件所允许的充分发展 ,结果使全面发展成了平均发展 ,使全面

发展与人的个性发展似乎成了水火不容的东西。这实在是一个极大的理论误会 。” [ 7](第 177 页)

现阶段讲 ,只要每个人的智力和体力得到较为充分的发展 ,就应当说已经做到努力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了 。我们要把人的全面发展与终身教育结合起来 ,一个人只有不断学习 ,接受终身教育 ,才可能不断

提高自身的职业能力;同时 ,学习也将成为人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 ,是提高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人的成才很大程度上是有效支配时间 ,今天 ,一个真正受到全面培养的人需要有广泛的普通文化知

识 ,并有机会深入地学习研究少量的学科 。在整个教育过程中 ,应该促进这两个方面同时发展
①
。从这

个意义上讲 ,有效发展就是在一个时段上落实的“全面发展” 。

三 、有效发展是立足于现实条件的和谐发展

“和谐发展”一词最早出现于希腊语“Calocagatia” ,表示健美体格和高尚道德的结合。早在 18世纪

瑞士著名的教育实践活动家和教育理论家约翰·享利赫·裴斯塔洛齐就提出了和谐发展的教育思想 。和

谐发展指人的才能和品质得到协调发展 。在近 20年教育改革实践中 ,我国一批中小学校开展和谐教育

实验 ,通过调控教育过程诸要素之间的协调关系 ,做到相互协调 ,综合渗透 ,整体优化 ,从而使学生的素

质得到全面 、和谐的发展 。

裴斯塔洛齐认为 ,人生下来就具有天赋的自我发展的能力萌芽 ,渴望并要求获得发展 ,而只有教育

才能把它们发掘出来 ,发展起来。因此 ,教育对人的发展的作用 ,就在于发展天赋的潜藏在体内的能力

的萌芽 ,这种萌芽趋向于全面和谐发展 。他说:“我的社会教育思想 ,在于依照自然法则 ,发展儿童道德 ,

智慧和身体各方面的能力 ,而这些能力的发展又必须照顾到它们的完全平衡 。”[ 8](第 100 页)裴斯塔洛

齐和谐发展教育内容包括体育劳动教育 、德育和智育三个方面。

时至今日 ,我国的许多教育工作者继承了历史上“和谐发展”理论合理内核 ,又远远超出了历史上这

一理论的内涵 ,进一步推进了“和谐发展”实践 。由于整体优化 、和谐发展的思想有广泛影响 ,不少学者

从不同角度界定这一思想 。

通过调控教育中诸种教育要素的关系 ,使教育的节奏符合受教育者发展的节律 ,促进学生素质得到

全面 、和谐 、充分的发展 ,以取得最大效益 。“和谐发展”思想包含:在教育活动中 ,要让学生做到手脑并

用 ,协调发展;强调通过调控各教育要素之间的关系 ,构建和谐的育人环境 。在目标追求上 ,强调人的身

心和谐 ,使学生德 、智 、体 、美 、劳诸方面的素质得到和谐的发展。在价值观上 ,追求人的个体发展和社会

发展的统一 ,避免各教育要素间 、各种教育活动间的内耗与干扰;以和谐的教育环境和教育活动去适应 、

改善和提高学生发展水平与发展需要的层次 ,实现素质教育的培养目标。

“和谐发展”理论对基本操作要素作了规定 ,师生关系 、生生关系的和谐是前提 ,教与学的和谐是核

心 ,学校与家庭 、社会三方教育关系的和谐是基础
[ 9]
(第 19 页)。由此看来 , “和谐发展”既是一种思想和

理论 ,也是一种理想和追求。

目前 ,我们不难看到 ,“和谐发展”理论本身之“和谐” ,以及在实际教育工作中的若干要求 ,已达到相

当高的层次 。国内的确有极少部分学校通过长时期的实践获得了极为可喜的成效 ,如上海市江苏路第

109　第 1 期 鄢明明:论特定时域中人的有效发展



五小学 。“和谐的教学管理和高素质的教师队伍营造出一个`高 、特 、谐 、美' 的教学环境 ,培养出一大批

高素质 、个性充分发展的学生。”[ 10](第 36 页)而相对于全国 149 万所学校中的绝大多数而言 ,再过 20

年 ,也不太可能为学生和谐发展提供“和谐教育”的环境与条件。

“和谐”须有校长高超的管理艺术的驾驭学校 ,已有的较高水平的教育资源和整体都称职且不乏优

秀人才的教师群体。这在中国小康社会教育环境中的确还只能是一种理想 。一个个体可能在理想的激

励下创造奇迹 ,激发自身旺盛的生命力走向理想的彼岸;但一种理论却不能奢望在现实的疏松的沙石堆

上建造坚实的大厦。

小康社会教育是刚刚总体上走出“温饱”阶段的教育 ,义务教育的普及还是低水平的普及。当今在

大多数的中小学校 ,是维持正常教学的问题。与普遍意义上的能够实施“和谐教育”促进人的“和谐发

展” ,还有相当距离。

“和谐发展”内涵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通过教育活动促进受教育者在基本素质获得和谐发展的基

础上 ,个性能够获得充分发展”[ 9](第 20 页) 。而笔者恰恰认同在当今中国 , “我们的教育工作 ,特别是基

础教育 ,需要强调共同性 ,基础性 ,不能因强调个性而把共同性也丢掉了”[ 11](第 2 页)。有效发展论者认

为 ,现存的基础教育的确需要改革与发展 ,但对教学方式 、体制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 ,引进现代化手段 ,并

非要改革掉班级授课制 ,学校将一些同龄人按所受教育程度 ,按照学校逐步形成的特色组成班级授课 ,

具有一定的批量 ,才可以有较高的效益 ,才可与小康社会教育的实际相适应。如果学生有一些时间 、空

间自学与思考 ,参与一些有益的社会活动 ,也不妨碍学生个性的塑造与发展 。

“和谐发展”也重视有效 ,它的本质特征就是“整体优化” ,我们中 、小学培养的人都应努力使之成为

合格公民。“四有”新人绝大多数人事实上不能够“出类拔萃” ,而应当发挥自己的才干与智慧做好一个

小康社会的建设者。从这个意义上讲 , “和谐发展”理想还是稍显完美了一些 。中国是人均资源短缺的

国家 ,美好的理想必须有相应的现实条件支撑 ,这需要一代代受教育者通过有组织的教育开发出来 ,而

不是等到条件都具备之后再开始我们的教育 ,理想的追求途径必须有效。有效发展论者讲究科学性 ,也

讲究现实性 ,讲究发展的阶段性与一个阶段发展的有限性。在整个小康时代 ,走和谐发展方略的学校可

能是从极少数到少数 ,至多到接近一半的过程 ,而能够完成自身任务的学校走一条“有效发展”的道路始

终是一个多数。在这样的背景中 ,处于理想状态的“和谐发展”的学校具有示范性与引导性 ,处于“有效

发展”状态的学校不断向“和谐发展”状态转化 ,或许这就是小康社会教育的一种整体的“和谐 ” 。

四 、有效发展是走向自由发展的必经之途

人的自由发展主要是指人按照自身所固有的内在本性的要求去支配自身的发展 ,而不是被动地从

属于某种外在的强制 ,使自身的发展偏离和压抑自己的内在本性 。由于人的现实的个体存在形式决定

了人的内在本性要通过个性的形式具体地体现出来 ,所以人的自由发展便具体地表现为个性自由
[ 12]

(第 67页) 。

人的自由发展是一个终极性的追求 。“从`均匀发展' 到人的`自由发展' ,体现了人的主体能动性发

挥和个性的内在差异 ,未来社会的成员可以以少数几种主要活动 ,以其他方面的广泛爱好的方式 ,来表

征个体的完整性”[ 7](第 176 页)。人的自由发展既是教育的重要目的 ,也是社会发展乃至共产主义本身

重要目的之一[ 13]
(第 41 页)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曾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

级旧社会的 ,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 ,在那里 ,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 14](第 48页)

作为人自由发展的具体表现———个性自由 ,首先是人自由地实现或满足自身各方面的需要 ,其次是

人的各方面能力的自由拓展。但是 ,实际上 ,事情是这样的:人们每次都不是在他的关于人的理想所决

定的所允许的范围之内 ,而是在现有的生产力所决定和允许的范围之内取得自由的 。个性自由固然是

人的内在本性要求 ,但这种内在本性是在现实的人的现实存在和发展过程中生成和表现出来的 ,是要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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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由生产力所决定的物质文化条件制约的。人们能在什么程度上自由满足自己的物质生活需要 ,

在根本上取决于物质生产所提供的物质生活资料的丰富程度;物质生产水平本身是人的能力作用自然

的结晶 ,它一旦形成 ,就作为既定的条件制约着以后的人的能力的进一步发展。与物质条件相联系的文

化条件 ,主要是指社会精神生产的发展水平 ,以及它所能提供的精神成果的状况 。这方面的条件对人的

自由发展的制约则表现在:精神生产所提供的精神生活资料的状况 ,规定人们精神生活需要的满足状

况;另一方面 ,精神生产本身的发展水平 ,制约着人们在这一领域中的能力的自由拓展。人的自由发展 ,

还要受到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社会关系体系的制约。社会关系体系的状况则直接决定着这些物质文化

条件的支配和享有 ,即人们怎样利用和分享这些条件 ,来实现自身的发展。

人的有效发展孕育着自由发展的胚胎。共产党人以实现共产主义制度作为自身的远大理想 ,但我

们没有必要对太遥远的事情去做“仔细的勾划” ,重要的是做好今天的事。整个小康社会半个世纪的发

展过程 ,其目标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就物质条件而言 ,现时世界已有若干国家成为事实 ,那些国

家人的发展状况论及个性自由却还难以企及 ,同样受到经济 、文化与社会关系体系的制约 。“虽然许许

多多的教育家强调教育在促进人的发展方面的价值 ,要求教育为人的自由发展服务;而我国在许多人眼

中 ,教育成了努力实现物质利益 ,最终使子女能够`出人头地' ,从而实现自己曾经有过的`理想' 。于是 ,

获得`实力' 或`实利' 成为指导教育的唯一准则。”[ 12](第 70 页)可是 ,如果这个人的生活条件使他只能牺

牲其它一切特性而单方面地发展某一种特性 ,如果生活条件只提供给他发展这一种特性的材料与时间 ,

那么这个人就不能超出单方面的 、畸形的发展 。

我们在小康社会阶段除了受教育者及其家长观念的支配 ,从可能提供的资源与时间上也不可能保

证所有人的自由发展 。但这决不意味着就失去所有人通往自由发展的桥梁。事实上 ,有一少部分人在

现有经济文化条件下 ,随着国力的增强 ,人的闲暇时间增加 ,借助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改革开放的成

果 ,有必要且可能在一定的范围内 ,趋近于个性的自由 ,如少量的科学工作者与发达地区受教育条件极

好的一些学生。这个极小部分的群体还将逐渐扩大。而小康社会的社会发展目标与人才群体结构 ,也

需要这部分人作为一种榜样和示范 ,在人才的结构群体中 ,更是需要他们支撑一些重要领域 ,引领经济

与社会的快速发展。

有效发展孕育着人的自由发展的胚胎 ,通过一代又一代人的有效发展 ,包括一些先进人物忘我工

作 ,无私奉献 ,促进中国社会经济 、文化的快速发展 ,使我国早日成为富强 、民主 、文明的社会主义强国 ,

我们就可以逐步强化自由发展意识 ,在生产力逐步发达的同时 ,去促进更多的人走向自由发展的道路。

有效发展是通向自由发展的精神桥梁。在基础教育阶段 ,有效发展针对绝大多数人在一个学段有

限发展目标而言 ,包括德 、智 、体 、美 、劳各方面尽可能充分发展 ,但一个学段中各方面既不是平均发展 ,

也不是无限目标;作为一个合格公民的教育 ,尤其是一个学段 ,无论如何发展 ,所能授予的教学内容 、组

织的活动以及对社会实践的接触都是在非常明确的课时和范围内 ,有效发展在智力发展中追求实学 ,对

个人一生发展有效 ,对个人的精神世界的丰富与提高有效 ,对日后参加社会生产实践活动有效 。教育目

的的有效性取决于目的本身的正确性 、可实现性 、整体性和对社会需要及教育对象心身发展规律与发展

状态的适应性;教育内容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内容是否具有真理性 、真实性 、先进性 、透彻性 ,教育方法

的有效性取决于教育方法对教育者 、教育对象 、教育目的 、教育内容的适应性 。绝不是从有效推演到实

效 ,然后到实用 、实利这样一个狭隘的逻辑线索 ,只能进行物质生产而没有精神生活的“经济动物” 。

由于社会进步和民主进程的推进。由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建设成就 ,中国政治昌明 ,允许发表

许许多多的批评 。现时的舆论对教育的抨击是相当激烈的 ,教育在一些人的眼中几乎到了一无是处的

地步 。说德育 , “精神危机” , “信仰缺失 ,斯文扫地” ,极端利己;说智育 ,“应试教育”模式僵化 ,机械训练 ,

学生能力低下;说体育 ,在校中小学生平均身高不如日本同龄人 ,意志薄弱 ,“小胖子” 、“豆芽菜”俯首即

拾。其实 ,改革开放以来的教育应当是建国以来教育最好的时期 ,20多年的持续发展 ,许多人从幼儿园

开始到接受完高等教育 ,没有无谓地耽误时间 ,信息开放 ,视野开阔 ,而且学校条件总体上越来越好 。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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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一部分中小学尤其是重点中小学学生课业负担繁重 ,对他们身心带来不利影响 ,但他们没有前几代人

在一个个政治运动中造成的心灵压抑与扭曲 。要看到近年来教育自身发生的深刻变化 ,也不要在口号

翻新中影响人的有效发展 ,我们不要在社会发展的长河中重复一代又一代人对青少年一代发出“今不如

昔”的感叹 。对一代完整接受教育的人群其总体价值作评价与判断 ,为时尚早。这种允许批评的氛围和

批评本身就是一种优于以往的良好民主风气 ,就是教育进步与繁荣的一个标志 ,就是个性自由在一个层

面上的反映。有效发展是走向自由发展的必经之途。

注　释:

①　参阅《关于教育的思考》书中科学教育一文。罗朗·施瓦茨 , 巴黎:弗拉马里翁出版社 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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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ef fective development is according with current educational policy in China and is the

select ion of notion and access including study of students and individual development in every phase.

Effective development is abundant ,nat ional , economical and has variety of developing methods and excellent

structure.Effective development is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in certain time and area , i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n the basis of practical conditions and is the essential access to free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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