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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现阶段普通高中教育性质的再认识
米

石中英

[摘 要] 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即是普逼高中教育的规定性 ,是普通高中教育改革

的内在根据。传统上 ,普通高中教育被看戊基咄鼓育的高级阶段 ,具 有基础性c近些年

来,随着高中教育事业的发展和高中课程改堇的深亿,人们对于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有了

一些新的主张,如
“
选择性

`“

个性化

`¨

顸备兰

`¨

大众性
”
等,直接影响着普通高中教育

的实践变革。根据中国古代认识论中
¨
信名责实

”
的方法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 ,

我国普通高中教育是
“
普通的

`¨

高中阶段的
¨

教育
”
,具有

“
普通性

”
、
“
引导性

”
、
“
基础

性
”
、
“
预备性

`“

大众性\¨教育性
¨
等比较丰富的性质。因此,普通高中教育改革在政策

制定和实施过程中应对上述性质予以全面把握、辩证分析和具体理解,以 引导我国普通高

中教育健寰发展 :

[关 键词 ] 普通高中教育;普通教育;课程改革

[作者简介] 石中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教授 (北京 1008%)

⒛03年 ,教育部在颁布的《普通高中课

程方案 (实验 )》 中明确提出 ,“ 普通高中教育

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

质的、面向大众的基础教育。普通高中教育

应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普通高中教

育应全面落实《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决定》所确定的基础教育培养 目标
”
。

根据这样一种政策表述 ,普通高中教育在性

质上非常明确地具有
“
基础性

”
。这一有关普

通高中
“
基础性

”
的认识也体现在课程内容的

选择上 ,成为指导内容选择的三个基本原则

之一 ,另 外两个分别是
“
日寸代性

”
和

“
选择

性
”
。在如何处理

“
基础性

”
与

“
选择性

”
的关

系上 ,《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实验 )》 表述为 :

“
为适应社会对多样化人才的需求 ,满足不同

学生的发展需要 ,在保证每个学生达到共同

基础的前提下 ,各学科分类别 、分层次设计了

多样的、可供不同发展潜能学生选择的课程

内容 ,以 满足学生对课程的不同需求。
”
这里

有关普通高中课程内容选择上
“
基础性原则

”

与
“
选择性原则

”
的关系也表述得非常清楚 :

基础性原则是优先性的原则 ,选 择性原则的

适用则必须在基础性原则得到满足的前提

下。但是 ,近十年来 ,随着普通高中教育事业

的发展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逐步深入 ,对

于普通高中教育性质在理论上有了一些新的

认识 ,明显强化了普通高中教育的
“
选择性

”

和
“
个性化

”
;在课程实践中也有了新的探索 ,

大力倡导普通高中课程的
“
选择性

”
和

“
个性

化
”
,一些优质高中学校甚至提出为每一位高

※ 本文系教育部基础教育二司委托项目
“
普通高中性质、任务和培养目标的论证

”
的研究成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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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生制订不同的课程表①。这些新的认识和

实践探索与传统上有关普通高中
“
基础性

”
的

认识是否相矛盾?是对“基础性
”
的补充说明

还是对
“
基础性

”
的颠覆抛弃?新一轮普通高

中课程改革在有关普通高中教育性质的认识

上究竟应该作何表述 ?基于这样 的一些政

策、理论和实践背景 ,本文试图对现阶段我国

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提出一些观点 ,并 分析

讨论 目前学界和实践领域的一些新认识 、新

探索 ,求教于教育同仁。

—、对
“
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

”
的概念分析

性质是事物的一个或一组规定性 ,表征

该事物的显著特征 ,也是该事物区别于其他

事物的明显标志。对事物性质的认识与把

握 ,是认识该事物的重要方法或思想前提。

在 自然科学领域 ,对事物性质的认识纯粹是

描述性的 ,一般而言它不随着认识主体的个

性 、文化或价值偏好的变化而变化。但这并

不是说 ,在 自然科学中有关事物性质的认识

在不同主体之间没有分歧。只不过是说 ,这

种有关事物性质认识上的分歧经由不断地修

正认识主体的认识角度 、方法和手段而得到

解决 ,达成 比较一致的结论。在社会科学领

域 ,情况则有很大不同。对某种社会事物 (组

织 、关系或活动 )J眭质的认识则不可避免地打

上认识者本人及其所在社会立场 、文化传统

和价值偏好的烙印。有关社会事物性质的表

述既带有描述性——揭示认识对象的事实性

特征 ,也带有规范性—— 表达认识者 自己对

该社会事物在理想状态下应如何的价值期望

与要求 ;而 且 ,在社会科学领域 ,认识者对一

个社会事物是什么的特征表述本身还受认识

主体价值偏好的支配 ,在 一般情况下均是局

部的、选择性的 ,而非全面的、客观性的。

基于这种认识 ,笔者认为 ,目 前学界和

实践领域任何有关
“
普通高中教育性质

”
的回

答既是描述性的也是规范性的 ,既有事实的

基础也反映价值的偏好。因此 ,目 前学界和

实践领域有关普通高中教育性质认识上的分

歧 .既有认知层面上的视角和方法上的原因 ,

也有价值层面上的立场和态度上的原因 ,而

且 ,后者是更为关键的原因 ,体现为不同的个

体或社会群体对于
“
理想的普通高中教育

”
的

不同选择和价值预期。与此相关 ,有关普通

高中教育性质的分歧既反映了有关普通高中

教育特征认知上的差别 ,也 反映了有关普通

高中教育应该如何办的价值取向上的分歧。

认知上的差别解决起来并不难 ,通 过加强有

关普通高中教育的实证研究即可 ;难 的是如

何解决价值立场和价值取向上的分歧 ,只 有

通过扩大与深化有关普通高中教育性质认识

的交流和对话来促进解决。

二、把握
“
普通高中教育性质

”
的三个维度

如何比较全面地把握普通高中教育的性

质?这里首先有一个思想方法的问题。我们

认为 ,可 以根据 中国古代认识论 中
“
循名责

实
”
的方法以及逻辑实证主义的意义理论 ,从

“
普通高中教育

”
这个名称入手进行分析。从

名称上来看 ,“ 普通 高 中教育
”
即是

“
普通

的

`“

高中阶段的
”“

教育
”
。
“
普通的

`“

高中

阶段的
”
、
“
教育

”
这二个词从不同侧面表征或

者说规定着普通高中教育的性质 ,使得普通

高中教育既与其他阶段 、类型教育实践活动

相区别 ,又与其他阶段、类型教育实践活动相

关联 。因此 ,弄 清楚
“
普通的

”
、
“
高 中阶段

的
”
和

“
教育

”
这三个词语的内涵 ,是全面把握

① 例如,上海中学在课程变革的实践中,借鉴国际课程上A-lcvcI课程、AP课程、IB课程等经验,提 出把
“
推进

课程的选择性,促进学生的个性化知识构成
”
作为学校课程变革的主要价值取向。参见:唐盛昌、李英主编的《高中

国际课程的实践与研究(丿总论卷)》 一书,上 海教育出版社⒛11年 版第弭2-356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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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教育性质 的三个维度或路径 。那

么 ,每 一位教育I作者都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的这三个用来指示普通高中教育性质的词语

究竟意味着什么 ,又 表征着普通高中教育的

哪些内在规定性 ?

(一 )普通的(General)

“
普通高中教育

”
是区别于职业高中、中

等专业学校 、中等技术学校等以职业技术教

育为主要 目的的高中阶段教育 ,“ 普通的
”
这

个词语表达了这种类型上的差异性。从国际

比较的角度来看 ,“ 普通高中教育
”
属于

“
普通

中等 教 育
”(General⒏cond Education,简 称

GSE)的 范 畴 。 而
“
普 通 教 育

”(Genera1

Education)这 个词语除了与
“
职业技术教育

”

(Technica1  and  Vocational  Education  and

Tr茄而ng,简 称 TⅤET)相 区别之外 ,还 与
“
专业

教育
”

(P1· o允 ssonal Education)相 区别 。在高

等教育领域 ,“⒐ nera1Educ扯 hn” 一词就被翻

译为
“
通识教育

”
D

从 内涵上说 ,一种教育 ,如 果称得上是
“
普通教育

”
,那 么一般具有下列基本特征 :

(1)注重历史文化的学习 ,引 导学习者尊重 、

理解和弘扬传统 ;(2)注 重理智的训练和情感

的陶冶 ,培育学习者广泛的生活能力、适宜的

生活态度和健康的审美趣味;(3)注 重教育内

在价值的实现 ,引 导学习者建立 良好的学习

品质 ,培育 自主的 、批判性的学习者 ;(4)注

重学习者学习主体性的发挥 ,倾 向于启发的

而非强制的、对话的而非灌输的、平等的而非

等级制的教学模式 ;(5)注 重共同知识基础的

学习 ,致力于为公 民成长打下 良好 的基础 c

从这个角度来说 ,普通教育也是共同基础教

育 (Common Educahon);(6)注重伦理和价值

观的学习 ,培育他们丰富的人性和健康的人

格。①反过来 ,如 果一种名为普通教育的教

育实践在上述特征体现方面不明显 ,甚 至从

根本上遗忘或排斥上述这些方面特征及其实

现 ,那么 ,它也就很难称得上是真正的普通教

育。这一点不仅可以作为观察和分析普通高

中教育的视角 ,也可以用来观察和分析
“
普通

高等教育
”
。

(二 )高 中阶段的(Upper⒌collda叮 )

在国际教育统计分类标准中 ,一 个国家

的教 育 体 系 被 分 为
“
初 等 教 育

”
(PⅡ maly

Education)、
“
中等教育

”(⒌ collcla忄 EdLlcauon)

和
“
第三级教育

”(Te⒒ ia叩 Edl△ cau。 n)二 第二级

教 育 也 称 为
“
中等 后 教 育

”
(Pt,stsecOndaly

Education),涵 盖 了包括
“
高等教育

”(Ⅱgher

Education)在 内的所有为初等或中等教育阶

段毕业之后的学习者提供眼务的教育形式。
“
中等教育

”
又分为两个层次 .“ ∫氐层级的中等

教育
”(Lower secondaI Educ血 on)和

“
高层级

的中等教育
”(Upper⒌c。nda,Edtlcaoon)。

“
普

通高中教育
”
就属于

“
高层级的中等教育

”
范

畴。至于高层级的中等教育 (包括普通高中

教 育 )是 否 属 于
¨
义 务 教 育

”(mmpuls。叩

Education),则 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教育期望

和投人能力而定
=

作为高层级的中等教育 ,普通高中在整

个国家的教育体系中处于一种关键的中间位

置。随着我国高中教育的基本普及和高等教

育进入大众化阶段 ,其关键性地位主要体现

为以下几个方面。(1)引 导性 :普通高中教育

机会的供给能力对于九年义务教育毕业率的

① 哈瑞·文刂易斯(Ha唧 R Lcwis)也 提出,普 通教育或通识教育具有四大目标 :一 是教育学生如何成为社会一

员,享 受公民权利,履行公民义务,承担对地方、对国家、对世界以及对自己的责任。二是教育学生如何继承延续并

参与发扬他们自己的伟大传统,包括各种价值观、人文艺术科学等;教育学生更好地理解文化冲突,正 确处理不同文

明之间的区别,并学会同那些与自己家庭、文化、宗教背景不同的人友好相处 ,理 解并能超越这些不同。三是使学生

有准备地回应身边的变化,并 能批判性和建设性地回应这些变化。四是使学生更好地理解他们所说的和所造的伦

理、道德的含义,对 自己的道德体验和价值观有持续的批判态度。参见:崔金贵的《大学的卓越灵魂:通识教育、教学

改革与管理——哈佛大学哈佛学院前院长哈瑞·文刂易斯教授访谈录》一文,载《高校教育管理泣014年 第4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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巩固和质量保障具有一种预期的作用c如果

普通高中教育人学机会供给不能满足义务教

育阶段毕业生的人学需求 ,那 么必然会影响

到义务教育的巩同率和毕业率。普通高中对

于优质生源的定义 、招生模式等反过来也会

影响到义务教育阶段的质量观 ,影 响到义务

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 、教学模式和学校管理

行为。(2)基础性 :随着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

和劳动力市场对初次入职者普通教育水平要

求的提升 ,普通高中教育越来越成为一种基

础性 的教育 ,是提高国民素质的基础阶段 :

当前 ,随着我们国家全面深化改革和经济领

域的转型升级 ,普通高中教育在新生劳动力

供给方面的基础性作用越发明显 :(3)大 众

性 :随着整个国家高中阶段教育的基本普及 ,

普通高中教育需求和人学人 口的增长 ,普 通

高中教育从精英教育转变为大众教育 ,从
“
面

向少数人的高中
”
转变为

“
面向多数人 的高

中
”
。可以预期 ,高 中教育阶段若非政府主导

和政策诱导下的普通高中与职业高中在校生

1△ 的比例 ,普通高中教育入学人 口及其比例

会有更大程度的增加。(4)预各性 :普通高中

教育的质量定义 、生成和保障对普通高等教

育质量的保障和提升具有基础性条件作用。

如果普通高中教育的质量定义主要聚焦在高

考分数和升学率 ⒈,弱 化甚至牺牲普通高中

教育的内在质量 ,那 么对高等教育质量的消

极影响是毋庸置疑的。所以 ,理解普通高中

教育作为高中阶段教 育的阶段性特征 ,不 能

仅仅从普通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关系上来

理解 ,还应同时从其 勹义务教育 、初级劳动力

供给以及其本身的普及程度等二方 面来理

解。从这个角度来说 ,普通高中教育如果将

高考和升学作为 自己唯一的价值取向 ,并 没

有全面反映其中等教育的特性。

(三 )教育(Edtlc甜 orl)

近些年在有关普通高中性质的讨论中 ,

上述普通高中教育作为
“
高中阶段的

”
教育局

部特点受到的关注比较多 ,相 比之下 ,其作为

普通教育的性质讨论就比较少 ,尤 其是其作

为
“
教 育

”
体 系 组 成 部 分 的

“
教 育 性

”

(e山1cativeness)讨 论几乎没有涉及。这极大

地影响着理论上 、政策上和实践中人们对于

普通高中教育性质的全面认识与深刻把握。

不言 而喻 ,普 通高 中教育 ,说 到底还是
“
教

育
”
,普通高中教育的一切活动 ,都应该具有

“
教育性

¨
∶从内涵上说 ,“ 教育性

”
是一切教

育行为 、机构或组织的本体特征 ,指 向
“
有意

图产生的学习者的有价值发展
”
二教育行为、

机构或组织的其他特征都只是这一本体特征

的外部条件和表现 ,是建立在这一本体特征

的准确认识 、充分表达和完美实现基础之上

的。从古今中外教育知识传统中有关
“
教育

性
”
的论述来看 ,一种行为 、一个机构或组织 ,

如果称得上是
“
教育

”
行为 、机构或组织的话 ,

则必须具各下面这些特征。(1)学 生中心的

(student~centered):学 生是教育的中心 ,学生

的有价值发展是教育行为 、结构或组织的终

极价值。从这个角度来说 ,普通高中教育应

该努力反映学生身心发展的阶段性特点 ,了

解他们特定阶段的学习和发展需求 ,为 每个

学生潜能的充分实现提供 良好 的指导和服

务。(2)完整的 (hoh曲 c):一 个机构或组织若

要称得上是教育组织和机构的话 ,那 么它的

一切要素与活动都应该指向学生的有价值发

展 ,且不同要素与活动之间的价值取向具有

一致性 、互补性 ,共 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旨在促

进 学 生 有 价 值 发 展 的 环 境 。(3)全 纳 的

(inclusive):“ 有教无类
”
是理想教育的基本价

值取向。普通高中要致力于营造一个更加平

等 、自由和包容的教育环境 ,反 对教育过程中

的歧视、排斥和社会刻板印象 ,促进和保障教

育 过 程 的 公 平 。(4)人 格 取 向 的

(character-oⅡ enled):人 是教育 的 目的 ,人 格

或品格的陶冶是所有教育实践的共同追求。

普通高中教育对功利的追求不能以牺牲人格

陶冶为代价 ,必 须把培养和造就具有丰富人

性和良好品格的人作为自己的责任和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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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上述三个维度对于普通高中教育性

质的内涵分析来看 ,一所普通高中学校 ,只 有

同时具备了
“
普通的

”
、
“
高中阶段的

”
和

“
教

育的
”
三个维度 14项 特征 .才 能成为真正的

普通高中学校 ,担 负和完成一昕普通高中学

校本应承担的教育任务 :Ft过 来 、一所普通

高中学校在 ⒈述二个维度 1+项 特征实现方

面存在多少缺失 .其普通高中教育性质的不

充分性也就达到相应的程度:日 前社会各界

对普通高中教育的抱怨和责备与现阶段普通

高中在三个维度 14项 特征中许多重要特征

的缺失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 .全面 、深 人地

分析和把握普通高中教育性质是今后深化普

通高中教育改革包括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认

识论前提。

三、关于当前普通高中

教育性质若千争论的分析与讨论

(一 )关 于普通高中教育的
“
基础性

”

当前 ,有 论者认 为 ,从普通高 中教育的

阶段性特点来看 ,与 义务教育的基础性不同 ,

普通高中教育开始出现选择性 、个性化与多

样性的特点 ,甚至有用选择性 、个性化和多样

性来取代基础性的倾向。一些优质高中学校

在改革过程中也 自觉不 自觉地将选择性 、个

性化和多样化作为课程设计 、管理和质量评

价的主导性原则。如何看待这种观点和实践

探索?其实 ,关于普通高中教育属不属于
“
基

础教育
”
,有无

“
基础性

”
,国 内外的确有不同

看法。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UNESC0)2005

年度发表的《中等教育改革 :走 向知识掌握与

技 能 发 展 的 融 合 》(Seconda叩 EducaⅡ on

Ref【,rm: Toward a Convergence of Knowledge

A叫“sitioll allcl sd1s Deve1oloment)报 告 中 ,高

中阶段教育 (含普通高中教育 )就不属于
“
基

础教育
”(Bdsk Educ甜 ion)范 畴 ,“ 基础教育

”

只包含
“
初等教育

”(P五mary Education)和
“
低

层 级 的 中 等 教 育
” (Lower seconda叩

Education)两个部分 :在我国则长期将普通

高中教育看成基础教育的高级阶段 ,⒛03年

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实验 )》开宗明义

地强调 ,“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年义务教育基

础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 、面向大众的基础

教育
”
。普通高中教育属于基础教育非常清

晰。申继亮认为 :“ 从终身教育的角度来看 ,

高中教育的基础性地位毋庸置疑c把普通高

中定性为基础教育 ,就是强调它是人的一种

基本的学习需要 ,承担着为所有学生提供向

社会必不可少的共有元素的任务 ,需 要为学

生今后的学习和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
”

[1]

徐爱杰也认为 ,我 国高中教育在功能定位上

立该突出其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性 ,强 调学

生基本素质的培养。「2]可 是 ,如 果继续强调

普通高中教育的基础性的话 ,如何 回应有论

者提 出的其选择性 、个性化与多样性特点

呢?实际上 .这 当中涉及对基础教育基础性

内涵的再理解问题 :

其实 ,在前面有关
“
高中阶段

”
特征的讨

论中 ,我们已经对基础性做了新的理解 ,将普

通高中教育作为初级劳动力从而也是国民素

质形成的基础 J这种基础性的理解与高中生

选择性 、个性化 、多样性 的发展需求并不矛

盾 ,而是具有内在一致性 =随着社会主义市

场经济的不断完善 ,劳 动力市场所需要的初

级劳动者越来越应该具有 自主意识 、个性意

识和创新意识 ,囚 此 ,提 出普通高中教育的选

择性 、个性化和多样化 ,恰恰是对传统意义上

基础性的丰富 、更新和发展。强调普通高中

教育的基础性 ,不等于是说 ,普通高中阶段的

学生学习的课程内容 、进度要求和未来专业

选择都是同样的、无差别的。此外 ,提 出普通

高中教育的选择性 、个性化和多样化 ,也不应

该突破普通高中教育作为
“
普通教育

”
的尺

度 ,过 早地将普通高中教育专门化 ,以 至于搞

成专业预各教育。

总之 ,根据 以上的分析 ,普通高中教育

总体上还应属于基础教育 ,是 高层级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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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 ,是基础教育的完成阶段 ,是人的一生终

身学习和未来发展的基础阶段。
(二 )关 于普通高中教育的

“
预各性

Ⅱ

从现代普通高中教育的历史发展看 ,普

通高 中教育原本就是大学 阶段 的
“
预 各教

育
”—— 为学生升入大学做准各 :在西方 ,普

通高中教育的诞生是大学教育向下的延伸 ,

一开始并不与初等教育相衔接 .也 不与职业

技术教育相沟通。就是在建立现代教育体系

之后 ,西方国家普通高中教育的大学预科性

质也比较突出。美国教育部 2010年 3月 发布

的《改革蓝图—— 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的再

授 权 》 (A BluepⅡ Ⅲ hr Ref【 ,m: the
Reauthorization of the Elelne11talI,「  and Secondalv

Education Act)报 告 中 ,针 对每十个高校学生

中就有四个不能胜任课程学习要求的现状 ,

提出
“
要为高中毕业生进入高校做好准备

”

(/epare∞Ⅱege ready studenⅡ )。 美 国大学理

事会管理下的美国高中大学先修课程 (AP)

的主要价值取向就在于帮助高中毕业生在学

术 ~L为大学专业学习提供更加充分的准备。

在我国 ,现代意义 上的普通高中教育是

⒛世纪建立现代学制以后的事情。考虑到百

十年来我国普通高中教育的人学率 、毕业率

以及高等教育人学率长期处在一个较低的水

平 ,其为高等教育输送新生的预备性质也就

非常突出 ,一 直处于普通高中办学 目标的核

心位置。而且 ,越是优质的普通高中 ,越是强

调这种 自身的大学预各性质 ,这是不争的事

实。不过 ,这 种普通高中教育的预各性在清

华大学谢维和教授新近的论述中得到新的阐

述。谢维和根据当代社会经济发展对高层次

人才需求的不断扩大 、高等教育的大众化和

逐渐走向普及化的现实 ,认为新时期普通高

中教育的定位应实现
“
从基础教育到大学预

科
”
自勺转变 ,将

“
预各性

”
进一步地阐释为

“
预

利丿跬
”
。他从政策研究者和大学领导者的立

场出发 ,认 为
“
这种新的定位能够为义务教育

的发展提供更加清晰准确的政策取向 ,形 成

义务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同一性 ;另 一方面 ,它

能够进一步促进和深化高等教育改革:其 中

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是 ,由 于高中教育转变

为大学预科 ,实 际 H为 高考改革创造了更大

的空间和更加充裕的时间 ,进 而为深化高考

改革提供更多的机会与可能性。
”[3]谢 维和

在另一篇文章中则
“
从教育的问断性与连续

性
”
出发 ,认 为普通高 中教育走 向

“
大学预

科
”
,不 仅符合高中阶段教育的现实 ,也 反映

和体现了青少年发展过程中的间断性与连续

性的统一。[4]在 实践领域 ,他 的这种主张得

到了优质普通高中领导者的积极响应 ,有 的

优质高中负责人则明确为他的学术观点提供

实践辩护。

不过 ,关 于普通高中教育的
“
预各性

”
或

“
预科性

”
在国内外均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

不在于普通高中教育有无为大学准各合格新

生的任务 ,而 在于如何实现这种预各性质以

及过分强调预备性质会不会强化普通高中的

应试倾向 .遗忘普通高中对于 15~18岁 高中

生的丰富和独特的教育价值J预各性与基础

性 、预各性 勹普通性 、预各性与教育性之间确

实存在张力Γ张华认为 ,过 于强调普通高中

的预各性 ,容易导致普通高中教育的T具化、

功利化 ;惟 有把普通高中教育定位于培养高

中生的健全人格或公民素养 ,才 能确立普通

高中教育的内在价值 ,使 普通高中教育走出

△具化的泥沼 c[5]这实际上就是提醒注意我

们前面所分析的普通高中教育的作为普通教

育的特征以及其作为教育活动应具有的丰富

教育性。李建平也认为 ,普通高中教育必须

脱离
“
高等学校预各教育

”
的轨道 ,明 确 自己

独特的价值。161周 彬认为 ,普通高中教育 目

的要从预各功能转 向教育功能。[7]廖 军和 、

李志勇从普通高中教育与义务教育和高等教

育的共同价值和不同特点出发 ,认为普通高

中教育是
“
基础教育 +分流准各教育

”
,同 时

认为普通高中教育不只是一种单纯的
“
过渡

型教育
”
,它 具有 自己独特的价值存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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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 中长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

(⒛ 10—2020年 )》 对于高中阶段教育的独特

性也作了明确表述 :“ 高中阶段教育是学生个

性形成 、自主发展的关键时期 ,对于提高国民

素质和培养创新人才具有特殊意义。
”

基于以上分析 ,笔 者认为 ,普通高 中教

育相对于高等教育来说 ,确 实具有预各或预

科性质 ,但是在理解这一特性时需要注意三

点。第一 ,普通高中教育的预各性只是其作

为高中阶段教育所具有的众多性质 中的一

种 ,不是它的全部性质 ,也不是它的根本性

质。第二 ,普通高中教育的预各性与其他的

诸多性质如
“
基础性

”
、
“
普通性

”
、
“
教育性

”

等不应该相互排斥 ,而 是建立在其他的性质

得到充分实现的前提下。否则 ,普通高中预

备性的追求就会导致片面追求升学率现象的

出现 ,并 最终影响其作为大学预备教育功能

的实现 ,影 响高中生在高等教育机构的可持

续发展。第三 ,普通高中教育预各性的内涵

不能狭隘地理解为
“
为升学做准各

”
,而应该

理解为
“
为大学阶段的成功学习做准备

”
;预

备的内容不仅仅包括升学考试所需要 的知

识 、态度和技能 ,更应包括高质量地完成大学

学习任务所需要的知识 、态度 、技能 、价值观

与社会情感品质等。

(三 )关 于普通高中教育的
“
大众性

”

据 ⒛13年全国教育事业统计公报显示 ,

我国高等教育在学人数达 3佰0万人 ,高等教

育毛人学率达 “.8%,⒛ 13年 普通高校本专

科招生 ⒆9.83万 人 ,高 等教育大众化程度进

一步提高 ;高 中阶段在校生数 4369.” 万人 ,

毛入学率达“%,其中 ,⒛13年普通高中招生

822.70万人。[9]普 通高中教育已经从大众化

走向普及化阶段。在这种大的教育发展背景

下 ,教育者 、决策者和研究者之间对于当前我

国普通高中教育的
“
大众性

”
特征似乎并没有

多少争议。普通高中教育的大众性不仅意味

着入学人数的大量增加 ,还 意味着普通高中

价值取向、教育体制 、办学 目标 、课程设置、教

学模式以及评价指标体系等的结构性变化。

不过 ,比 较其普通高中教育入学人数的增加

来说 ,普通高中教育作为大众化教育其他方

面的变化相对来说显得滞后一些。事实上 ,

大多数普通高中无论在教育观念上还是在课

程设置 、教学模式上 ,离
“
为了人人的高中

”

(真正大众化的高中 )还有相当大的差距。除

了省市 (区 )级示范高中之外 ,大量普通高中

的生源质量 、毕业生的素质以及升入普通高

等教育机构的学生 比例都达不到理想的水

平 ,省 级 、市级 、区县级示范高中与普通高中

或薄弱高中之间的教育质量存在巨大差别 ,

一所高中校内部实验班和普通班学生发展的

水平也存在显著差别c作为对这种整体性质

量隐忧的反应 ,一些优质高中校长及教育研

究者也反过来重申普通高中教育的精英性 ,

并为培养少数拔尖创新人才提供丰富的资源

和机会。

实际上 ,目 前我国的普通高中教育面临

着双重压力和挑战 :既要担负起为每一个学

生创造适宜的学习和发展环境以满足他们多

样化的学习与发展需求的任务 ,又要为少数

发展潜力巨大的学生提供 良好条件以帮助他

们成长为卓越人才。这就是说 ,现阶段我国

普通高中教育既具有鲜明的大众性 ,也不排

斥精英性。只是 ,第 一 ,大众性作为一个概念

反映的不单单是普通高中教育入学率上的变

化 ,更加是一种普通高中教育的价值理念及

其指导下的一系列教育 目的、制度 、内容 、方

法、环境和质量评价等方面的变化。第二 ,普

通高中所要培养的
“
精英

”
,不 能仅限于

“
学

术精英
”
,也应该包括

“
商界精英

”
、
“
法律精

英
”
、
“
艺术精英

`“

政治精英

`“

IT精英
”
等 ,

不同类型的精英需要的素质基础并不完全相

同 ,普通高中学校应该通过丰富多彩的课程

和多样化的学习指导帮助高中生依据 自己的

兴趣 、爱好 、潜能在各个领域勇于突破 自我 ,

追求卓越。从这个角度来说 ,那种认为未来

的社会精英都将聚集在省市级示范高中的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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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是片面的。第三 ,对普通高中教育精英性

的追求是建立在其大众性的充分实现基础之

上的。这意味着 ,普通高中教育阶段 ,甚至整

个高中教育阶段 ,教育者都应该致力于鼓励

每一位高中生根据自己的基础、爱好与志向 ,

耷发努力 ,追求卓越 ,而不只是把有限的公共

教育资源用于少数学生 ,为他们提供专门的

教育服务 ,把他们塑造成特殊类型的
“
人上

人
”
。后一种观念与民主时代的教育价值取

向格格不人 ,也明显有悖于教育公平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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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Ⅱnu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①f General EⅡ gh schoolin Current China

乱 j‰o乃黟乙昭

Abstract:Characterist忆s of general h瑭h∞hoo1ε 1re a set of nt,rlnathe兔 atur∞ lo gen贺 al hi吵 school prat· t记 e and the

inner b猫is to refom gener龃 higll schoo1.Tradhional圩 ,四searchers and pol忆 yˉmakers have∞ g击ded general hgh school

as the high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hence chosen the word"basic"as one of the main characteristics of宫
eneral high

schoo1.However,with the development of upPer secondary educat0n and the deepening of cuⅡiculum reform at this

stage, researchers and practitioners proposed some new statements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generd high school, such as

"se1ectivity", "individu直 hzation", "preparatρ w"and"populanty", etc., which have gradually influenced the educationa1

practice of general high schoρ 1in current China.According to the method of l’ cxpecting the rea1ity to corresp0nd to the

name"in ancient Chinese epistemology and the meaning theory of logical positivism, general high school in China should

be understood from three di【 nensions of"general education", "upper seconda冖
`education"and"educativeness", which is

with hch charaqte五 stics of"generality","gu∶ dahce","fundamentali饣 ","p∞ parato叩"and"poptllaⅡ tˇ ".Therefore,the
characteristics above 。hould be grasped tota11y, analyzed dialectica11y and understood concretely in the proceζs of

policyˉ mabng and implementation durhg tlle refom of general high school,so that gene⒈ 扭high schoo1血 China oan

develop healthily。

K叩 words:夕ne1·al hi吵 ∞hoo1,g∞eraI胡 t】catic,n,cu缸 cl】lum ref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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