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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素质教育是“成人成才”的完美结合,是教育的发展趋势。在重要程度上,“成人”与“成才”

均是人与生俱来的潜质,两者同等重要,在先后关系上,“成人”先于“成才”,两者无主辅之分,能相互

渗透,相辅相成,相互促进。而在未来素质教育的发展中,“成人”与“成才”将会各自扮演着其重要

的作用。 

[关键词] 成人；成才；区别；统一 

中图分类号：G72  文献标识码：A 

 

1 “成人成才”概念理解 

百度百科上对“成人成才”的解释

可以归为两类,一类是达到完全发育(尤

其是在身材、体力或智力方面)的人；另

一类解释是完美无缺的人即完备、德才

兼备的人,犹指完人。从解释中可以看出,

前者重成才轻成人；后者兼顾成人与成

才。要对“成人成才”有一个全面客观

的认识,首先要对“成人”与“成才”的

概念加以区别,对两个概念有更为清晰

地了解。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21世纪

教育委员会在其报告《学习—财富蕴藏

其中》中提出“四个学会”的教育理念：

分别为学会学习、学会做事、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我们可以将其对应到“成人”

与“成才”的培养目标要求。其中,“成

才”的核心内容是教育学生“学会学习,

学会做事”,即教师要做学生学习的激发

者、组织者和引导者,教会学生学习的本

领,教会学生适应社会的能力,而不是局

限于让学生学会某种具体的技能。“成

人”的核心内容是教育学生“学会共处,

学会做人”,即教会学生共处的能力,学

会共同生活,学会与他人合作。“学会做

人”是建立在前三种学习基础上的一种

基本过程,是我们追求的教育目标和终

身学习的终极目标。 

2 “成人”与“成才”关系辨析 

首先,“成人”与“成才”相互区别。

我认为,两者之间的关系是是先“成人”

后“成才”。正如常言道,“国无德不兴,

人无德不立。”党的十九大报告中强调,

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培育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立德”坚持德育为先,通过

引导人、感化人、激励人,使人“成人”；

“树人”坚持以人为本,通过塑造人、改

变人、发展人使人“成才”。在立德树人

之中,“立德”先于“树人”。《左传》记

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再次有立

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人生的追求

当以秉持仁义道德为先；其次是建功立

业,追求事业； 后才是著书立说和培养

学干。也就是说,我们在教育教学活动中

应该先教人“为人成人”,后教人“为学

成才”,以“成人”教育统领“成才”教

育。胡德海老师在《教育学原理》一书

中提到,将“成人”一词作为一个关于教

育功能的教育学概念,其根本含义是“文

化成人”或“文而化之”。将“成人”作

为教育可以作用于人的首要功能,是立

足于人为了自身的生存和发展对文化极

端需要这个基础上的。尽管胡德海老师

强调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从提出

的“成人”是教育对人的首要功能可以

看出对“成人”首要地位的肯定。关于

“成人”与“成才”的关系也就是“德

与才”的关系,有这样一句话也可以给与

我们启示：“有德而无才者虽不能造福一

方,但总能行走于世；有才而无德者,必

为人之祸患,小则破坏邻里,大则贻害四

方。”近些年来关于一些“高才低德”的

例子枚不胜举,轰动一时的“复旦投毒

案”、“北大弑母案”,所以我们无论从“四

个学会”或“立德树人”等教育理念上

来看,还是从现实的生活实例来看,都有

理由相信我们对学生的培养都要要先使

其“成人”后使其“成才”。 

其次,“成人”与“成才”相互统一,

“成人”促进“成才”。第一,“成人”

是“成才”的前提和基础。用专业知识

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人可以

成为一个有用的机器,但不可能成为一

个和谐发展的人。缺乏“成人”作为前

提与基础的“成才”如同地基不稳的高

楼,摇摇欲坠。第二,“成人”是“成才”

的引导与制约。“成才”的方向即未来将

成为哪个领域的佼佼者,不可避免的要

受诸多因素共同作用,其中不乏兴趣爱

好、父母家长的期待以及自己的身心发

展水平和能力的限制,但“成人”所形成

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对其“成

才”的方向起着制约和导向作用,并能产

生内在动机主观克服困难,朝既定的目

标努力奋进。第三,“成人”能提升“成

才”的质量,我国历史学家司马光曾说：

“德者,才之帅；才者,德之用。不成人

者,难成器；不成正人者,难成正器。”若

处理得当,“成人”之人所肩负的使命感,

责任感,积极的为人处世态度会激发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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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积极向上,努力拼搏,内在动机相较

于外在动机来说更加持久强劲,从而可

以加速学生“成才”的进程。“成人”之

人所秉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可以有

效避免学生在成长的过程中多走弯路,

以 快的速度实现 高质量的发展。反

之,“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

怨。”不能“成人”之人对其才不能正确

使用,所以我们都有一个共识：宁用庸者,

不轻用小人也。 

虽然“成人”至关重要,但我们要切

记不能因此忽视“成才”。关于“成才”

的重要性,卢梭曾在《科学与艺术》中谈

到：“爱惜才华吧,保护那些才华修美的

人物吧,文明的民族啊,培养他们吧”。

“成才”是教育的基本和 基础的功能,

“成人”先于“成才”,但并不意味着“成

才”不重要或者边缘化,或者错误的认为

“成人”教育第一,“成才”教育第二；

我们需要清楚地认识到,“成人”教育与

“成才”教育虽有先后之分,却没有次重

之分。胡德海在《教育学原理》一书中

提到“成才”,从个人来说,是指通过教

育的造就和培养,以及自觉地进行文化

内化,具有谋生的本领,有了得以自力的

条件和参与社会活动的能力；从社会来

说,有了一个可用之才,获得了可以推进

社会生活发展和进步的人力资源。可见,

一个人的“成才”无论对于个人发展还

是社会进步而言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于个人而言,成才是实现人生理想的手

段,是理想目标的实现。“成才”是人生

理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让自己成长为一

个合格或优秀的人才,是每个人都拥有

的美好愿景,每个有志青年都应响应党

和国家的号召,把自己培养成为社会主

义的合格人才；于社会而言,人才是科技

进步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谁拥有人才

优势,谁就拥有发展的优势。所以培养数

以万计的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

的人才,能够关系到社会主义发展大局。 

3 素质教育是“成人”与“成

才”的统一 

素质教育是“成人”与“成才”兼

顾的教育,“成人”与“成才”均是人与

生俱来的潜质。“成人”与“成才”既相

互联系又相互区别,如同在数学坐标轴

的横纵轴,“成人”更注重德育的培养,

“成才”则更注重智育的培养。《中共中

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

质教育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

确规定素质教育的目的,即造就有理想、

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德智体美劳

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

班人。这也是人类社会教育的趋向目标。

实施素质教育,必须把德育、智育、体育、

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等有机的统一在教

育活动的各个环节之中,素质教育要求

学校不仅要抓好智育,更要重视德育,还

要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技术教育的社

会实践,使诸方面教育相互渗透、协调发

展,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和健康成长。新

时代的“德”即良好的道德品质,正确的

政治观念及正确的三观,是“成人”教育

的主要内容。仅居其次的“智”对应“成

才”即侧重科学文化知识、技能智力的

培养。孔子曾在《论语·述而》中讲到,

“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艺”即“六艺”,可以理解为我们现在

所说的文化知识。这里,所本之物为

“道”、“德”、“仁”,所载之体为“艺”。

假如排除了时代因素中具体内涵的差异,

我们就会发现,其实质与我们如今提倡

的素质教育是一脉相承的,由此可以看

出孔子对“成人”与“成才”深刻精辟

的认识。素质教育的具体内容会随时代

不断变化,但集“成人”与“成才”相统

一的灵魂将亘古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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