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年第6期

人才培养回归本位：
新时代教育目的和功能再思考∗

蒋明敏

[摘要]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我国教育事业出现片面追求物质利

益，以金钱作为事业成功的判断标准，人才培养突出经济功能等暗潮。鉴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

根本任务是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教育工作者应回归“教书育人”的职责本位，教育事业要回

归“公益”本位，受教育者也更要回归“立德树人”本位。针对教育实践过程中，教育目标存在培养单向度的

经济人，教育者的功利主义发展，各类学校存在“公司化”“逐利化”，受教育者精神空虚、理想信念缺失等不

良倾向，我们应始终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完善以评价促发展的教育评价机制、增强各类教育主

体的水平提升意识、构建教育的全社会支持体系等具体路径，实现教育真正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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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

发展，社会上出现了一股风气：片面追求物质

利益，以获得金钱的多寡作为衡量事业成功与

否的判断标准，加之对外开放以及资本主义世

界的负面影响，教育行业也深受其害，主要表

现为人才培养急功近利、求用失善。如此发展

下去，社会风气的价值导向会出问题，我们党

也会面临失去初心的风险，甚至危及国家的社

会主义性质。2018年，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

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

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

系。这对再思考新时代教育目的和功能具有

启发意义。

一、教育应回归人才培养的本位

教育是国之大计、党之大计。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以及实用主义思潮的涌起，科技创新

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日益凸显，社会

对学生直接服务并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方面的

期望值也不断提高。然而应当看到的是，培养

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是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这不仅需要教育

工作者回归“教书育人”的职责本位，也需要教

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还需要引导受教育者

回归“立德树人”本位。

（一）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作为教育的首要问题，“培养什么人”是事

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根本任务。

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提出各行各业要“又

红又专”，邓小平提出培养“四有新人”，江泽民

提出“德智体美全面发展”，胡锦涛提出“跨世

纪一代新人”，尽管在不同阶段有不同表述，但

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大方向

始终没有变。党的十八大后，习近平更是明确

指出：“我们的教育是为人民服务、为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

建设服务的，党和人民需要培养的是社会主义

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1](p.5)

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应

当是全面发展的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马

克思主义基本价值依归，其最终指向人的劳动

能力的全面发展，即人的智力、德力与体力高

度统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生产劳动和

教育的早期结合是改造现代社会的最强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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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手段之一”。[2](p.377)这意味着，劳动教育是培

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

2020年 3月 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

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强调将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并将劳

育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其目的在

于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

观，提升学生对劳动人民、工农群体的认同感

和亲切感，进一步改变青少年群体中不珍惜劳

动成果、不想劳动、不会劳动的不良现象。由

此，我们认为劳动教育的核心应是价值体认，

即让学生在劳动教育的各个层面体验、探究劳

动的价值，并使之内化为价值观。[3]

另一方面，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

必须具有坚定的政治素养，这是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关键素质。邓小平曾指

出，“思想问题不解决，行动就不会好”，[4](p.289)学
生群体作为中国未来的中流砥柱，其价值取向

决定了中国社会的价值取向。当今世界国际

局势的变化趋向复杂而深刻，大国竞争关系加

剧，意识形态斗争紧张。教育工作要理直气壮

地讲政治，引导广大青少年坚定跟党走，进一

步深入开展理想信念教育，加强党史、国史、改

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教育（以下简称“四

史”），引导广大青少年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

理想。这就要求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定共产主

义理想信念，在实际教育教学工作中增强理想

信念；教育治理能鼓励、激发有信仰的人讲信

仰，不仅专门的思政课应进一步突出政治性，

专注在知识教与学的过程中回溯“四史”，与

“四史”对话，在感悟思政知识中锤炼共产主义

事业之理想情怀，同时所有教育工作者应知晓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有什么样的教育”，在课堂

教学中自己首先认可所讲、热爱从教的学科，

并乐意在学科知识中不断探索新知，将“沉睡”

的知识置于鲜活灵动的经济、社会、文化发展

的历史大视野中去品读、激活，通过真诚的师

生互动，帮助学生认同知识、活化知识，主动增

进对知识的良善价值理解；在课堂教学之外，

教育工作者还应力求“致良知”，认真做事、真

心待人，学会包容与关心，通过良善的交往关

系维护、增进师生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共

同体认与践行。

（二）教育工作者应以“教书育人”为本位

在社会经济市场化的过程中，一直被视为

“象牙塔”的校园一定程度上也被“经济理性”裹

挟，教育工作者常在功利主义、技术主义、娱乐

主义的思潮中趋于一致或艰难坚守，学校教育

“教书育人”之基本价值遵循被遮蔽或消解。

无论是在中国古代社会，还是在中国社会

主义的革命、建设、改革时期，“学高为师、身正

为范”，始终是教育工作者应当追求的。所谓

“学高”，就是要求教育工作者业务精炼、知识

广博；所谓“身正”，就是指教师应当具备的高

尚人格素养、道德情操。二者在生命个体中的

融合与展现则是教师存在之根基，正如，“在韦

伯看来，学院教师能传授给听众的最高的、最

终的东西是：他能‘迫使个人对自己所作的终

极意义做出交代”。 [5](p.80)师者，传道授业解惑

也，教书育人的目标是促进学生成人成才。党

的十八大以后，习近平强调：“好老师应该执着

于教书育人。”[6]这是对教育工作者“教书育人”

本位职责的重申。时至当下，建设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无疑是对教师队伍建设、对全党全

社会尊师重教提出的新的更高要求。今后，随

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学校办学条件将不断改

善，教师待遇也会不断提高。教育工作者更应

该爱惜自己的职业，严格要求自己，淡泊名利、

教书育人。

坚定的理想信念是教书育人的基本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教育和环境的关系时指

出：“环境是由人来改变的，而教育者本人一定

是受教育的。”[7](p.134)这是以唯物史观分析教育

环境改变的重要结论，这意味着，教育是一种

社会性活动，塑造良好的教育环境必然和教师

本身有着紧密联系。教育工作者应当把“旗帜

鲜明讲政治”自觉体现到主业主责上，落实到

具体行动中，体现在教育工作的各方面、全过

程。“讲政治”是加强教师队伍建设的核心要

求，也是教师队伍建设的重要内容和长期任

务。必须看到，政治教育在西方发达国家的教

育体系中也有着重要作用，并非中国独有。明

确的政治方向和政治观点、坚定的政治立场、

高度的政治敏锐性、严明的政治纪律及政治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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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能力，是教好书、育好人的重要前提条件。

（三）教育事业应回归“公益”本位

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扩张与深化，“教育市

场化”与“教育公益化”成为学校教育过程中此

消彼长的矛盾体。“教育市场化”意味着教育的

规模化、标准化、货币化与工具化，对提升教育

外部活力与规模的确有一定积极作用，但值得

注意的是“教育市场化”对教育本质及其功能

的伤害。这种负面效果如同“看不见的手”将

教育的公益性置于边缘，转而将升学、盈利等

作为办教育的片面目标，长此以往，势必影响

教育事业本应具有的正面价值取向，所以教育

事业回归“公益”本位实属必然。

一方面，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是一

个世界性、历史性共识。即便在资本主义国

家，办教育也是社会公共事业，不完全以利益

获取为纯粹目的。可以看到，在教育发展问题

上，除国家干预、政府引导外，很多国家还存在

较为强大的民间公益力量。如早在 19世纪前

期，英国就出现了各类民间公益组织，开展对

学校与学生的教育资助，该时期“英国有 4100
多所学校受到资助，这些学校共有学生 16.5
万。在另外约 14300个未受资助的学校中，则

有 31万交费生与 16.8万慈善资助生。受资助

学校的学生与未受助校中的受助生合计 33.4
万人，已经超过了交费生人数”。[8](p.118)而在当

下美国，对教育机构的评价，也从成绩决定论

转向更为复杂的社会价值取向多元评价，如学

生身体健康情况、为残疾学生提供服务情况、

毕业后是否准备参军服役等，都逐渐被列入评

价学生、学校的指标体系。

另一方面，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更是社会

主义教育事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众所周知，围

绕我国教育市场化改革的反思一直没有停止。

必须看到，教育走向市场必然会对缓解当下教

育资源紧缺发挥一定作用，但学校作为教育机

构绝不能以升学率为单一目标，“唯升学率”背

后的实质仍是市场的利益推动。社会主义教

育事业发展，不允许教育为资本所操控，学校

绝对不能“公司化”，“民营办学”与“教育为公”

是辩证统一的。习近平明确指出：“要把立德

树人的成效作为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

准。”[9](p.7)社会主义教育事业发展不能偏离教书

育人、传道授业的主旋律，必须回归其应有的

“公益”本位。“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庄

子·内篇·齐物论》），只有当教育回归淳朴，提

升教育质量的时代命题才真正处在一片干净、

丰饶的沃土之上，才有深耕细作的可能。

（四）受教育者应回归“立德树人”本位

当今世界的综合国力竞争，说到底是人才

竞争。培养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与接班人从

根本上说是在立德树人的过程中达成的，这个

过程需要教育者回归“教书育人”本位带动学

校教育事业回归“公益”初心，以淳朴、认真的

教育工作引导受教育者学会学习、自我反思、

自我教育；增进学校良善学习文化，熏陶、积淀

受教育者行己有耻、反己以教、反求诸己的人

格作风与道德意志；以教育事业整体的初心回

归引导教育工作达成立德树人效应，以立德树

人工作的提质增效，提升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

与接班人的人才培养工作质量。显然，改进人

才培养工作对受教育者亦提出了更高要求。

一方面，要引导受教育者回归对人才的正

确认知。“资本主导的逻辑一定意义上能解决

‘物’的问题，却解决不了‘人’的问题，而且会

给人的发展带来灾难。”[10]在资本逻辑影响下，

似乎能够获得巨大财富的人才能被称为“人

才”，这一错误观念导致“人”本身的价值被资

本遮蔽。由此可见，受教育者应当自觉树立正

确的人才观念，从狭隘的人才观念中走出。习

近平鼓励人才“淡泊名利、甘于奉献”，就是强

调不能以“名利”为人的发展的根本价值依归。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中，评价人才更

当侧重于其是否爱岗敬业，是否争创一流，是

否艰苦奋斗，是否勇于创新。受教育者回归对

人才的正确认知，自觉在正确人才观下奋力拼

搏、积极奉献、求同存异，才能在全社会进一步

形成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

的良好风尚。

另一方面，要引导受教育者回归“学以成

人”的人生定位。时至今日，社会舆论中仍然

存在“大学无用论”“读书无用论”，甚至“学习

无用论”等错误论调。热爱学习不仅是中华民

族的传统美德，亦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优良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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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更是塑造人才的重要手段。受教育者应自

觉强化人生理想、人生追求和个人成才的内在

诉求，以“甘坐冷板凳”的心态与意志为国家、

为民族学习，自然会凝聚强大的学习之力，形

成推动国家、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习近平在

同青年座谈时强调：“有多大担当才能干多大

事业，尽多大责任才会有多大成就。”[11]这意味

着，受教育者必须回归成才的正确人生定位，

终身学习、学以成人，不断增长才干，才能真正

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时代重任。

二、人才培养回归本位需克服的

不良倾向

要真正实现人才培养的本位回归，在为教

育“正本清源”的同时，还必须辨识和规避相关

问题或误区。受某些社会环境和教育自身因

素的影响，教育实践过程中存在一些偏离人才

本位的问题或不利倾向，这对有效发挥教育的

积极功能产生了诸多不良影响，在一定程度上

造成了教育功能的异化，甚至导致负向功能凸

显。面对教育中存在的“误区”或“歧途”，能否

有效实现问题的规避，决定了新时代教育使命

和功能的达成度。

（一）教育目标的单向度经济人培养倾向

从历史到当下，虽然教育始终以育人为基

本任务，但是在育人取向即“培养什么样的人”

问题上，不同时期的教育存在明显变化。自近

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工具理性的价值导向对

人类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马克思·韦伯

的“工具理性”和亚当·斯密的“经济人假设”成

为现代社会的理论基础和基本特征。理性思

考和选择的能力决定个体能否实现效用最大

化，也成为现代性之下衡量个体行为的基本尺

度。然而，这一取向在加速文明进程的同时，

也为社会良性运作带来颇多困扰。资本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日趋“繁荣”，导致力图以最小的

经济代价去追逐和获得自身最大经济利益，成

为个体理性选择的主要方式，这种方式甚至还

掩盖了对经济之外价值的考量。赫伯特·马尔

库塞（Herbert Marcuse）所提出的“单向度的

人”，正是对这种单一价值取向之下，人和社会

走向“单向度”和统一化的批判。

自英国教育家赫伯特·斯宾塞于19世纪中

期提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命题以来，实用

知识在教育中的价值持续彰显。教育在较长

时间内围绕着政治、经济、社会运转，沦为了社

会实用目的的工具，失去其“品性”。随着市场

经济的发展，我国教育趋于呈现出工具理性过

分张扬而价值理性日益式微的特征。[12](pp.71-76)

放在教育首位的不是人的发展，而是物质经济

的利益和效率。[13](pp.17-24)教育者在一定程度上

被制度驱使，受功利目的宰制，失去了人的主

体性。在教育目标上“重成才、轻成人”；在教

育价值取向上“重效益、轻精神”；在教育内容

上“重统一、轻个性”；在教育行为上“重结果、

轻过程”，简单追求教育的标准化、批量化、职

业化、规模化发展，学生被培养成学习和考试

的机器，成为被工具化了的“单向度的人”。这

完全违背了教育价值观的构建以及教育生态

的平衡，导致教育被“异化”。“精神高地守望

者”的缺失使教育逐步偏离了其“以人为本”和

“全面发展”的根基。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和

接班人应是全面发展的人，而非纯粹为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服务的经济人。因此，回归本位的

教育应克服单向度偏颇，避免在目标层面过于

体现经济取向。

（二）教育者的功利主义发展倾向

在2018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

强调，教师承载着传播知识、传播思想、传播真

理，塑造灵魂、塑造生命、塑造新人的时代重

任，这足以体现出教师职业的重要性和复杂

性。教师职业的工作内容和工作对象比其他

职业都特殊。教育者所面对的是活生生的人

及其心灵，所承担的任务是塑造灵魂，这决定

了教育者应当从“教书育人”的本位出发，尊重

每位学生的成长特点和规律。这意味着教育

活动需要教师全身心投入，尤其是要让德性成

为教育的逻辑起点。要实现教育中德性的张

扬，尤其需要教育者超越实利主义观念，把对学

生的关爱放在教育工作首位。

然而，审视当下的教育现状，功利主义价

值取向日盛，具体表现为教育者中存在一定的

纯粹视教育为谋生手段的倾向。在教育者单

-- 35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20年第6期

纯视教书为谋生手段的情况下，教书与育人走

向割裂，智育与德育将成为“两张皮”，教书成

为重心，而育人则被轻视乃至忽视。这无疑将

导致教师“教书匠”形象的凝固化，造成教育观

念和教学思想的保守落后。[14](pp.46-50)在实际中，

部分教师甚至敷衍本职工作，把时间精力分散

在一些能够为自己带来更多实际利益的事情

上，真正将知识探索视为生命、将教书育人视

为天职、能在最质朴和艰苦的教育教学工作中

获得愉悦感的教师并不多见。以高校为例，一

些教师传道授业解惑心态不端正，将注意力集

中在能够带来明显产出成效的科研，对教学疲

于应付，甚至在思想引领层面“集体失语”；同

时，相当多教育者呈现出教研分离的状态，研

究领域与授课内容不相符，一些科研突出的优

秀学者，潜心科研，零本科生授课，将授课任务

转移到普通教师身上。一定意义而言，教育者

的功利主义价值取向是教育中人才培养本位

被遮蔽的直接原因。教育者的工作态度和精

神面貌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教育事业的基本走

向。教育者应坚持以“教书育人”为本位，坚守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崇高的精神追求，避免

将教育工作“矮化”为纯粹的谋生职业。

（三）各类学校的“公司化”“逐利化”倾向

教育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公益事业，但在社

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背景下，国际化及

市场化趋势持续加强，逐利性资本的涌入导致

教育的排他性、竞争性以及私有化趋势日益凸

显。一定意义上，社会资本的介入有助于解决

教育需求持续增长趋势下的经费不足问题。

教育经费不足目前依然是影响我国教育发展

的重要因素，国家经费的投入优先满足义务教

育阶段，非义务教育阶段则更大程度依赖于学

费收入以及私营企业、民间组织、基金会等社

会资本的补充。然而，教育的产业化和逐利化

过度发展将使教育的公益性面临被削弱的风

险。一方面，学生和家长成为盈利的对象，教

育机会将与社会财富的占有相挂钩，势必有损

教育公正和公平；另一方面，学校的公司化运

行，追求效率和利益将成为办学的重要取向，

容易导致教育活动与其公益性目的相背离，妨

害立德树人职能的发挥。

教育与一般产业的根本区别在于其服务

对象的特殊性，教育是促进人类自身发展且面

向人的完整精神世界的事业，唯有按照其自身

规律运行才能保证其健康发展。学生发展是

长期系统的过程，而资本市场追逐价值利益，

两者相遇，就会产生诸如“快资本”与“慢教育”

的矛盾冲突。学校发展需要稳定的可持续收

入，因此资本的注入有其价值，但是资本进入

教育必须有严格的门槛，要约束在教育“公益

性”的基本框架下。学校的首要任务始终应当

是承担社会责任，做好传道授业，推动师生发

展，而不能盲目地把教育当作一门生意，像企

业一样运转，这样就完全背离了教育的根本诉

求。各类学校和整个教育事业应当回归公益

本位，虽然可以借鉴公司运营的某些方式，但

不能完全按照“公司化”模式运行，更不能以逐

利为主要目的。

（四）受教育者的精神虚无倾向

现代化给人类带来物质富足的同时，也将

人置于一种精神匮乏和价值混乱的危机中。

意义的脆弱感、庄严感的消退、日常生活的空

虚与平淡成为现代性之隐忧的三种形式，并且

这三种形式共同指向意义的空虚。[15](pp.106-113)信
仰的不稳定性和意义的空虚感，在一定意义上

是现代社会中人的理性发展的结果，同时也是

现代性发展需克服的问题。在新时代，经济全

球化、社会信息化和文化多元化程度日益增

强，助推了不同文化间的碰撞与融合。受国内

外环境、学校教育、家庭以及自身的影响，青年

理想信念和价值观念趋于多样化，一些青年因

漠视价值理性而出现精神道德危机，表现为理

想信念模糊、马克思主义信仰淡化，缺乏合理

的个人理想和崇高的社会理想，奉献意识淡

薄，甚至成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些问题的

出现还与我国应试教育取向下忽视个体的精

神世界发展和公共价值生长存在关联，虽然素

质教育的提出正是为了解决这一弊病，但却始

终未能扭转这一倾向。受教育者的精神状态

关乎教育事业的最终成效，是对教育事业是否

真正回归本位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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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教育者的精神境界不仅是其成长的重

要内容，而且是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

更大贡献的重要引擎。青少年学生正处于理

想信念形成的关键时期，通过教育不断促进其

精神品质成长，塑造其有内涵的人格，是当下

教育的价值旨归。这一方面要求青少年学生

要加强个人修养，坚定理想信念，增强历史使

命感和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求教育不应聚

焦于以工具化的方式增进学生知识的获得，而

应端正成才的人生定位，回归全面发展的基本

规律，以高尚的道德原则和正确的价值观，鼓

励学生追求精神的富足和人生的幸福。

三、新时代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

实现路径

新时代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是国家教

育精神的集中体现和国家教育的灵魂所指，对

引领学生全面发展、提振学校办学活力具有根

本性意义。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具体的路径实

现教育真正回归人才培养本位。

（一）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

教育价值取向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直

接影响教育实践，决定教育发展的方向。人们

对教育价值取向的选择历来有不同的见解。

从马克思主义关于价值的论述出发，教育价值

最基本方面“不外从社会需要来论述教育价值

或从人的发展来论述教育价值，或者二者兼而

有之”。[16](p.420)实际上，无论是教育目标存在培

养单向度的经济人倾向，还是教育事业存在

“公司化”“逐利化”倾向以及教育者和受教育

者的教育理想信念缺失，本质上都是教育价值

取向扭曲的真实写照。新时代教育回归人才

培养本位在教育价值取向上首先应当坚持“为

人民服务”，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的性

质，在更高层面上对当前一些相互冲突的价值

取向进行超越。[17](pp.4-8)

无论我国社会发生怎样变化以及各个时

期工作重点不同，坚持为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

取向是我国不同时期教育方针的具体要求。

新中国建立以来，党中央先后提出过“民族的、

科学的、大众的”“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面向现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

为人民服务”等教育方针。这些教育方针虽然

表述不同，但其核心内容和根本任务是一以贯

之的，就是坚持为人民服务是解决好“培养什

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一根本问题

的出发点。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先后通过

讲话、批示、回信等方式就教育问题发表重要

论述，多次在讲话中强调教育是国之大计，党

之大计，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

树人的根本任务。因此，我们需要深刻理解习

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问题重要论述的精神实

质，准确把握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时代内

涵，超越传统教育价值取向，克服功利主义、经

济主义、实用主义的价值观，在新时代坚持为

人民服务的教育价值取向问题上，保持头脑清

醒和思想定力。

（二）完善以评价促发展的教育评价机制

教育评价是按照一定的价值标准，“对受

教育者的发展变化及构成其变化的诸种因素

所进行的价值判断”。[18](p.55)改革开放以来，全

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任务，各行各业皆以此为

价值追求和评价导向。然而，教育事业有其自

身的特殊规律性，片面追求物质利益和金钱作

为是否成功的判断标准，将阻碍社会主义时代

新人的塑造。习近平明确要求：“从根本上解

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19](pp.8-9)将教育评价比

喻为“指挥棒”，是因为教育评价深刻地影响教

育效果，在衡量教育行政部门的管理水平、教

师教学质量和学生学习成效等方面均起到了

决定性作用。“指挥棒”的比喻既直接揭示了当

下教育弊端的根源，也指明了教育规避弊端的

方向，即“全社会都要树立正确的教育观、人才

观和质量观，使评价制度促进学生的全面发

展”。[20](pp.5-9)因此，新时代完善教育评价机制应

当坚持以教育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育评价激

励学生成长的理念，强化评价者与被评价者之

间的合作与交流，尊重被评价个体的差异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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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性特征。首先，评价主体多元化，即从原

来单一的以“管理”为核心的评价主体转向以

多元“治理”为核心的评价主体，建立以政府、

社会、学校、教师和学生等多元主体参与的教

育评价体系。多元评价主体有助于解决利益

冲突的问题，使教育评价朝着全面、客观、专业

的方向发展，也是教育事业回归“公益”本位的

重要体现。其次，评价方法全面化。传统的教

育评价强调实施科学范式下的量化方式，试图

把复杂的教育现象简化为数字，把丰富的质还

原为量。这不利于实际教育过程中教育者和

受教育者的理想情怀、道德情感等无法量化的

有价值的指标衡量，而缺乏对这些要素的考量

则无法体现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公正性。促

进学生发展的教育评价需要将定量与定性相

结合考量，在“数据主义”的基础上引入更多的

“经验主义”。最后，评价目标科学化。科学的

评价目标能够引导教育回归“以人为本”和“全

面发展”的根基。教育评价归根结底是为促进

学生的有效发展服务的，因此，评价的目标导

向应是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本位，而不能是拜

物教式的物质利益本位。

（三）增强各类教育主体的水平提升意识

主体和客体是相对应的有机整体，马克思

指出：“主体是人，客体是自然。”[21](p.3)作为一种

对象性行为，教育要通过主客体之间的实践活

动赋予自身规定性。教育的特殊性在于其实

践对象是人，而不是物。人有自己的思想、意

识和情感，通过与教育主体的互动活动，教育

客体在一定程度上也实现了教育主体的功能。

广义上的教育主体包括教育过程中的决策者、

实施者和承担者，即导向型主体（教育行政管

理部门）、主动型主体（教育者）和受动型主体

（受教育者）。教育效果的最终呈现就在于各

个教育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新时代教育要

回归人才培养本位，应当重视各教育主体之间

的相互作用。

第一，提升导向型教育主体的治理水平。

导向型教育主体是教育过程中的决策者，在教

育事业中肩负着宏观和中观层面的决策、规范

和引导，其治理水平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教育的基本理念、核心目标、价值选择的实现

程度。提升新时代导向型教育主体的治理水

平，就是要树立立德树人这一根本理念，在“为

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的规定下统筹规

划和推进新时代教育，坚定办学方向，优化教

育发展良好环境，充分激发教育发展内生动

力。[22](pp.33-34)第二，提升主动型教育主体的育人

水平。主动型教育主体是教育过程中的实施

者，是整个教育系统中对上履行教育管理部门

的各项决策，对下直接面向受教育者教书育

人。新时代教育要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离不开

教师师德师风的率先垂范和教书育人的业务

钻研。要求教师以“四有”好老师的标准规范

自身行为，在教书育人中实现自我价值。第

三，提升受动型教育主体发展水平。受动型教

育主体是教育过程中的承担者，主要指学生。

受动型教育主体虽然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处于

被动接受的地位，但这被动只是相对而言的，

通过主动参与、交流互动、信息反馈等举措，其

也具有独特的主体性特征。作为衡量教育效

果的最终体验者，受动型教育主体的发展水平

直接反映了教育是否指向“人才培养”本位，具

体表现为以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为主旨

人的发展是否得以实现。

（四）构建教育回归本位的社会支持体系

教育事业的公益性决定其民生和德政工

程的属性。教育回归人才培养本位的主体责

任虽然在教育系统，但应得到党和社会的高度

认可和全方面支持，形成强大的社会支持体

系。正如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所说，家

庭、学校、政府、社会在办好教育事业上都有责

任。这深刻地揭示了办人民满意的教育需要

全社会合力的内在规律。因此，从社会支持体

系角度出发，我们需要构建“学校—家庭—政

府—社会”四环联动的教育回归本位的社会支

持体系。

第一，学校形成完整的高水平人才培养体

系。学校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包括课程体

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等，而贯通

其中的是思想政治工作体系。 [23](pp.9-15)把立德

树人摆在教育教学工作的核心位置，渗透到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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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各类教育的课程、教学和教材中，解决教学

与教育、教书和育人的衔接与融合问题；管理

体系则要加强党全面领导教育工作，把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转化为培养全面发展

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能力；通过改

进、构建良善和积极的教育评价体系，鼓励、引

导、支持越来越多优质教师出现，让陶行知先

生对教师“不要你的金，不要你的银，只要你的

心”的期待真正成为当下教师发展的动力，让

越来越多真心埋头苦干并能从墨水中品尝出

“真理的味道真甜”的陈望道先生式的知识分

子涌现出来，能够得到制度性支持和鼓励，得

到舆论性赞誉和世俗性推崇，其精神之光能够

照亮最广大教育工作者的日常生活，成为越来

越多教师安身立命并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根

本动力。第二，家长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

扣子。家庭是每个孩子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

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言行对学生的

人生态度、情感和价值观的形成具有潜移默化

的濡染作用，并且孩子的大部分信念和习惯是

在家庭中养成的。可以说，家庭教育是基础教

育的基础。因此，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如一车

两轮，同向同力前行，家长要身体力行、言传身

教，给学生讲好“人生第一课”。第三，政府要

落实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各级党委和政府要

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一方面要

关心和支持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

化教育改革创新，保障教育公平公正，加快教

育现代化建设；另一方面，要维护老师的尊严、

保护学生的安全、解除学校的担忧。第四，全

社会要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全社会要担负

起青少年成长成才的责任，树立尊师重教的社

会风尚，让教师成为备受尊重、值得信任的职

业。教育主管部门要统筹协调社会资源支持

服务教育，各类社会公共文化教育服务机构要

为青少年学生的学习提供丰富的学习资源和

正确的教育引导，健全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劳

动教育实践基地，为人才培养创造更加美好的

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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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to Achieve "Sound 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ajor Theories in the New Era：：Achieving "sound 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the major theories in the new era is the due mission of Chinese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reat cause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ccordingly, we must have a firm and correct position, improve the consciousness of adhering to the Party's position in line
with the people's position, and clarify new China's "people's politics"; we must develop a pluralistic and complex empirical structure, reform the
academic and academic management systems governed by "disciplines", and resolve the tension between "disciplinary scholarship" and
"problematic scholarship"; we must also consciously integrate and closely interact theoretical research with social practice, face up to the
shortcomings of inadequate participation in social practice and alienation from social life that prevail in China's current academic circles, and
make efforts to make up the short board. In short, realizing the researches and interpretations of major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in the new era
requires changes in the academic thinking, academic system and academic management regulations of the society.(Xu Jun-zhong)
On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Studying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PC, the rural land system has undergone the process of landlord landownership, peasant landownership and collective
rural ownership. On the basis of public ownership of land, China's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system has experienced the development of "team-
based three-tier ownership", the family contract responsibility system and "the separation of three powers".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rural land
system shows that rural collective ownership is the result of the combined effects of land reform and socialist transformation with unquestionable
superiority.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some people have denied public ownership of rural land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decentralization", "private ownership by landlords being guiltless" and "protecting the interests of peasants through privatization".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learn from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s important speeches on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resist the erroneous idea of "privatization",
which is not only responsible for history, but also necessary for comprehensively developing the rural areas in the new era.(He Chao-yin)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With a Concurrent Commentary on the Historical
Development and Future Prospects of China's Rural Poverty Alleviation Policy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the great history of poverty eradication in rural China has gone through four stages: the stage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solving the root
causes of poverty; the stage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subsistence; the stage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perfecting the
system by which the first rich lead the latter; and the stage with the main objective of solving the problem of deep poverty. An overview of the
history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ince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shows that the leadership of the CPC is the political guarantee for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The eradication of poverty is a historical process, and after the battle against poverty, China will enter the post-2020 period, in which
poverty control will move from the "crucial period" to a period of normalization. Therefore, under the overall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explore the establishment of a long-term mechanism for poverty alleviation. To this end, it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essential socialist requirements of common prosperity, adhere to poverty alleviation through development,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and combine comprehensive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e same tim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common destiny for all mankind with common prosperity.(Huang Yi-ling and Liu Wen-xiang)
Socialist Ideology Faces the Challenge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Effects on the Basis of Intelligent Push
Notifications：：Taking the real situation of human existence a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the critique of capital as the logical kernel, and the essence
of human beings as the logical destination, Marx and Engels revealed the figurative form and mechanism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under the
domination of capital, and pointed out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ntelligent-algorithm-driven push notifications
accelerate the upgrade and change of Internet content production,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and supply methods. In the current market operation
mode of "flow first",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under the effect of cognitive cocoon, circle solidification, capital logic and instrumental
rationality, has weakened the cognitive convergence of mainstream ideology, obscured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dissolved
the value beliefs of mainstream ideology. For this reason, with mainstream ideology as orientation, intelligent algorithm technology as the engine,
and human information literacy as the kernel, we should take Marx and Engels' idea of technological alienation as the theoretical basis, deeply
understand the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intelligent algorithm technology, actively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of intelligent information
dissemination to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mainstream ideology and network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Wang Xian-qing)
Talent Cultivation Returns to Its Original Orientation: Rethinking the Purpose and Function of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Education is a
major plan of the state and the Party. Through China's development of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there is an undercurrent of lopsided pursuit of
material benefits in the education sector, the acknowledgement of money as a criterion for career success, and the prominence of economic
functions in talent training.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cause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o
cultivate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of the socialist cause, educators should return to their duty of "teaching and educating people", the educational
cause should return to its "public welfare" orientation, and the educated should return to the base of“values establishment and cultivation”. In the
process of education practice, there are such undesirable trends as the cultivation of one-dimensional economic man, the utilitarian development of
educators, the "corporatization" and "profit-seeking" of schools of all kinds, and the spiritual emptiness of the educated devoid of ideals and
beliefs. We should always adhere to the education value orientation of serving the people, improve the education evaluation mechanism of
promoting development through evaluation, enhance the consciousness of various education subjects to raise the level of education, and construct a
social support system for education, so as to truly return to its original position of cultivating talent.(Jiang Ming-min)
The Ris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nd the Social Changes It Caused: How to Develop the Digital Economy in Socialist China:The emergence
of digital capitalism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has profoundly changed the way of consumption, employment, production organization and
investment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However, far from changing the nature of capitalism, it only exploited and accumulated in a deeper, more
extensive and hidden way. In the new era, socialist China's economic development should make good use of the digital economy platform, adhere to
the people-centered approach, build a digital economy co-constructed, shared, and governed by the people, and continuously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the people for a better life with a more modern digital governance capacity and digital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higher quality. (Ding
Xiao-qin and Chai Qiao-yan)
On the Critique of Digital Imperialism by Contemporary Western Left Wing：：The neo-imperialism has reached the stage of digital imperialism
according to the evolutionary process of "culture-information-the digital". The Western left observe the "logic of territory" and "logic of capital" of
digital imperialism in its quest for political and economic power has not changed, but has been further strengthened by access to digital resources.
On the basis of this judgment, the Western left have constructed a research paradigm and logical framework for the critique of digital imperialism.
In this regard, we should overcome the two epistemological misunderstandings of digital glorification and digital negation, provide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ith Chinese technologies and solutions for connectivity,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community of common and shared destiny in
cyberspace.(Yan Yun-lou)
On the Accelerating Polarization of Capitalism in the Era of Big Data：：Polarization is a direct product of private ownership when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reaches a certain level, while the development of productive forces does not entail the sharing of wealth. Under
the condition of private ownership of capitalist means of production, capitalism is bound to polarize. Every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since the late 18th century has resulted in the expansion of capital and an increase in the speed and scale of wealth accumulation, as well as 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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