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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教育·个性教育·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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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攀枝花大学,四川 攀枝花 61TO00)

[摘要l特长的形成主要与个体的兴趣、爱好等个性心理特征有关,而 个性则除此
之外还包括人的气质、需要、目的、动机、情感、意志以及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阶

值观等等。特长教育虽然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 不能直接等同于个性教育。

素质教育是十分重视张扬个性的教育,但 同时也重视共性的教育,它 是个性教育与共

性教育的统一。从外延关系上看,它 们三者的关系是:素质教育真包含个性教育,而个

性教育又真包含特长教育。

[关键词l特长;个性;素质;教育

[中图分类号]oIO-0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hO00-“ 15(200⑴ 01一00zs一01

素质教育问题,是 当今的热门话题。素质教育

的推行,这 几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新进展,但是,素质

教育的实施也仍然存在不少认识上的误区和操作上

的偏差。这些误区和偏差的出现,与素质教育的许

多深层次理论问题尚未得到深人研究密切相关。本

文仅就特长教育、个性教育、素质教育三者的关系问

题作些探讨,希望得到行家的指教。

- 特长教育与个性教育

现在有一种说法,认 为素质教育说到底就是个

性教育,而 个性主要表现在特长上,发挥特长就是发

展个性。所以,要实施素质教育就必须搞特长教育,

就必须办特长班。这种看法是否正确呢?看来对特

长教育与个性教育的关系,有必要作些研究。

特长,是 个体发展过程中在某一个方面表现出

的优势,这种优势既可能有其先天生理特点造成的

原因,而更多的则是后天环境与教育影响长期积累

的结果。从个性'心理学的角度看,特长的形成,往往

与个体的兴趣和爱好密切相关。一般说来 ,“ 兴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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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好的老师
”
,只有兴趣所在,爱好所致,才能成为优

势,形成特长。所谓发挥特长,就是让学生在德智体

美诸方面得到普遍发展的基础上,根据个人的优势

和爱好,让其在某一专门才能方面得到更多、更快和

更好的发展。在实施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发挥个体

的优势,进行特长教育是很有必要的。特长既然是

学生的兴趣和爱好所在,这就是一个兴奋点,是最能

凋动和发挥学生的积极主动性的地方。在这里,学

生最能深切体验到成功的愉悦,在这里也寄托着学

生最大的希望。良好的特长教育有利于培养学生自

信、自尊、自强的个性心理晶质,而 良好的个性心理

品质一旦养成,就建立了强大的动力系统,就能带动

其它方面的全面发展。这是特长教育的真正目的和

意义所在。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对特长教育却有许

多认识上的误区和操作上的偏差。

一是夸大特长教育的作用,将发挥特长与个性

培养混为一谈,用特长教育来代替培养个性的教育。

人们常把
“
发展个性特长

”
这句话挂在嘴边,似乎个



24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总第 118期

性就是特长,发挥特长就是发展个性。其实这种理

解是片面的,特长并不等同于个性。特长优秀、突出

的人,其个性不一定就健康、良好。在现实生活中,

特长突出而个性不佳的人的确不少。如一些人尽管

在某些方面有特长,却不能用来为自己的祖国和人

民服务。工些
“
歌星

”
、
“
影星

”
、
“
名作家

”
却经不起生

活上的一点波折而自杀。一些电脑高手却用自己掌

握的高科技去盗窃别人的银行存款,或充当
“
黑客

”

去盗取别人的商业机密。一名优秀的中学生,在接

到被录取到某名牌大学的入学通知书后,却 突然精

神失常;一个学习优秀、特长突出的学生,仅仅因为

录取通知书晚到几天,竟怀疑自己落榜而自杀,如此

等等。所有这些都是特长突出,而个性不良的例子。

二是强制发挥的
“
特长

”
。正如一些学者已经指

出的 :“青少年学生正处于个性发展的成型期,他们

的身心发育远未定型。认识水平正在发展,社会实

践才刚刚起步,对于
‘
特长

’
的认识和理解也有一个

选择与定向的历程。
”
[叫 而一些家长和老师,却从功

利主义立场出发,将 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孩子,不管孩

子是否在某一方面真正有特殊兴趣或爱好,就过早

地强迫孩子向某一
“
特长

”
方向发展,学钢琴、学绘

画、学跳舞、学英语等等。这种强迫性的
“
特长

”
培

养,无助于个性的和谐发展,无助于人才的培养,还

会对个性发展造成损害,造成人才的埋没。

三是变味的
“
特长教育

”
。教育行政部门已经明

确提出:在小学和初中阶段,不再人为地搞所谓重点

班和重点学校。可是,现实中许多小学和初中却以

招收
“
特长班

”
办

“
校中校

”
的形式,搞变相的重点学

校和重点班。其中一些学校还以减少其它文化课课

时的办法,来加强
“
特长

”
。一些小学和初中为什么

如此热衷于搞
“
特长班

”
和

“
校中校

”
呢?一位校长道

出了个中原由:一是每个
“
特长生

”
比普通学生每学

期要增加五六百元的收费,这对学校是一笔不小的
“
创收

”
;二是在中考和高考时,“ 特长生

”
还可以

“
加

分
”
,对提高学校的升学率极为有利。特长教育本来

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其 目的是要激发

学生学习的积极主动性,培养良好的个性。可是,当

人们把实施特长教育的着眼点放在
“
创收

`“

加分
”

和
“
升学率

”
上的时候,这种

“
特长教育

”
就已经完全

变味,蜕变为地道的应试教育和
“
创收教育

”
了。显

然,这种变味的
“
特长教育

”
也不会真正有利于个性

的培养。

以上这些认识上的误区和操作上的偏差,其根

源都在于不了解特长与个性的关系。为了准确把握

特长与个性的关系,我们首先要对
“
个性

”
概念有较

准确的把握。

个性又称人格。目前世界上对
“
个性

”
的界定有

几十种之多,这是一个很复杂、很困难又很重要的课

题。从哲学上来说,个性与共性相对,是指一个人区

别于其他一切人的特殊性,它包括生理特质和 `心 理

特质。在心理学上,个性指心理特质,它又有广义与

狭义之分。台湾心理学家张春兴教授指出 :“ 广义言

之,(个性的)范围多到心理学研究主题之全部 ;狭义

言之,在人格(个性)这个主题之下所指的心理特征 ,

不包括感觉、知觉、学习、记忆、思考、能力等主题,而

只包括动机、情绪、态度、价值观、自我观念等主题。

如将心理特质归属于知、情、意三大类,人格 (个性 )

心理学所研究者是后两类。
”
[2](4SO页 )我 国已故著

名心理学家潘菽先生主张心理学的二分法,即 把人

的心理活动分为认识活动和意向活动二大类 [3]

(5-18页 )。 人格(个性)心理学所研究的就是
“
意向

心理
”
活动,它包括人的气质、需要、动机、情绪、情

感、意志、兴趣、爱好、习惯、态度等心理特点,以及在

此基础上形成的意识倾向性,包括理想、信念、世界

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以及自我观念等。

人的个性结构是一个复杂体系,对个性结构的

分析有多种不同的理论与方法,例如阿尔波特理论、

卡特尔理论、图普斯理论等等。笔者认为,从个性的

各组成因素与遗传和环境的关系角度出发,则 可进

行一种层次结构的分析,如 图。

个性层次结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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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中越是内层的因素,一般就越是相对稳定,受生理

和遗传的影响也越大。而越是外层的因素,则越是

相对活跃多变,受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也越大。

现从内向外作分层次的说明。首先,个性形成的内

在基础是人的先天生理和遗传素质,这是图中的核

心部分。第二,是气质层,它是个体心理活动的动力

特征,与心理活动的内容无关,但它却广泛地影响到

个体的知、情、意各项活动。气质是比较稳定的,它

更多地是由先天的生理和遗传素质所决定的。第三

是除气质之外的其它个性心理特征,它是相对稳定

的,包括需要、动机、情绪、意志、兴趣、爱好、习惯、态

度等。第四是意识倾向层,它包括人的理想、信念、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道德观、自我观念等,它们

主要由社会环境和教育影响所决定。最外层是个性

形成的外部条件,即社会环境和教育的影响。人的

个性就是在内因(生理与遗传素质)与 外因(环境和

教育影响)的相互作用下,而形成的各种心理特征及

其意识倾向性的总和。内因与外因的相互作用是不

间断地进行的。所以,人的个性是一个动态系统。

根据以上对个性概念及其层次结构的分析可以

看出:决不能将特长教育简单地等同于个性教育。

特长,主要与兴趣和爱好有关,是个性的组成和表现

之一,但绝不能把它直接等同于个性。个性概念的

外延远比特长宽阔,其涵义也远比特长丰富。完整

的个性教育,除特长教育之外,更要注重理想教育,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道德观的教育,还要进行

培养坚强意志,养成健康的情绪与情感的教育。人

的个性常常不是主要表现在他的特长上,而主要是

由其所具有的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和

道德观等所决定的。某种特长如美术特长、音乐特

长、体育特长、外语特长等等,都可以为许多人所共

有,所以单一的特长不能成为某一个体的个性。例

如,同样具有美术特长的不同画家,其个性却是可以

不相同的。有的豪迈奔放,有的沉静内向;有的热情

开朗,有的小肚鸡肠 ;有的谦虚谨慎,有的骄傲狂妄 ;

有的胸怀大志,有的鼠目寸光。只有气质、需要、动

机、情绪、意志、兴趣、爱好、理想、信念、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道德观和自我观念等等因素的综合,才

能构成一个人的完整个性。虽然不同的个人其个性

组成的心理因素(成份)是相同的,没有
“
有

”
与

“
无

”

的差别 ;但不同的个人,其每一个心理因素的发展程

度,表现在
“
量

”
与

“
质

”
上却是各不相同的。各种心

理因素的综合是个性形成的最终表现,对于不同的

个人,它就更是各不相同的了。正因为如此,它才真

正表达了
“
个性

”
这个概念的涵义。

虽说特长不等于个性,特长教育也不等同于个

性教育,但我们并不否定特长教育的积极意义。特

长教育能有效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主动性和

主体J跬 ,从而有利于培养学生的自信、自尊、自强的

良好心理品质,这无疑会有利于学生个性的发展。

二 个性教育与素质教育

现在有许多人说 :素质教育说到底就是个性教

育。这种说法又对不对呢?个性教育与。素质教育又

是什么关系呢?我们也有必要进行讨论。

所谓素质教育即是依据人的发展和社会发展的

实际需要,以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基本素质为根本

目的,以尊重学生主体和主动精神,注重开发人的智

慧潜能,注重形成人的健全个性为根本特性的教育。

素质教育的根本目的可分为两大方面:一是使个体

社会化,二是使个体个性化。社会化和个性化统一

于一个素质教育过程之中,是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

什么是社会化呢?人类个体的成长是一个由自

然人到社会人的过程,在此过程中他要学习社会的

行为规范,继承社会文化遗产,知 晓社会对他的期

望,拟订符合社会要求的生活目标,逐步具备作为合

格社会成员所应有的心理品质与生活技能,成 为社

会关系的承担者和社会文化的继承者。这就是个体

的社会化过程[4]。 从理论上讲,社会化的过程,就

是
“
共性化

”
的过程,也是

“
同一化

”
的过程,即把社会

认可的共同的行为规范、文化准则、价值目标等等 ,

内化到个体身上,从而成为不同个体具有的共同品

质。不同的个体之所以能够组成一个群体,组成一

个社会,正是因为他们有许多共同的东西 :共同的理

想、共同的信念、共同的价值目标、共同的文化准则 ,

等等。所以,作 为人类社会特有现象的教育,不可能

只有个性教育而没有共性教育。例如,我 国的教育

方针提出,要把受教育者培养成为
“
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
”
的四有新人,这就是共同的要求,是

共性教育。社会之所以能够一代一代的延续下去 ,

人类的文化遗产之所以能够继承下来,正是因为通

过社会化过程,使新生的一代与老一代之间存在着

许多这种
“
共性化

”“
同一化

”
的东西。所以社会化过

程是社会得以延续和继承的必要条件。

什么是个性化呢?通俗地说就是使个性得到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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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发展的过程,就是培养个体在精神面貌和行为方

式方面具有差异性、独特性。个性化过程与社会化

过程是相辅相成的,它们往往是同一个教育过程的

两个不同方面。在社会化的过程中,社会规范、文化

准则、价值目标等等,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并不是单一

的,而是多元共存的。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以及处

于不同社会地位的群体,他们对社会规范、文化准

则、价值目标等等的认识和掌握,是有差异的,甚至

是很不相同或相矛盾的。这样,个体在社会化过程

中将它们内化为自己的品质时,就有一个自主选择、

加以融合、进而创造发展的过程。正是这种选择融

合和创造,才使社会不是简单地按照老样子延续,而

是继承中有发展,延续中有进步,不断地给社会注人

新的活力。因此,我们又可以说,个性化过程或个性

充分发展的过程,是社会进步的必要条件。素质教

育十分强调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良好个性,其积极意

义也正在于此。

三 简短的结论

1,特长不能等同于个性,特长教育也不能等同

于个性教育,更不能代替个性教育;个性教育应该贯

穿于一切教育与教学活动之中,而不能只局限于特

长教育中。倘若指导思想不正确,特长教育还可能

成为另一种应试教育的方式,也可能成为一种
“
创

收
”
的工具。对此我们应有清醒的认识。

2.个性教育是素质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

面,但不是唯一的方面。素质教育是个性教育与共

性教育的统一,也是个体社会化与个性化相统一的

过程。共性教育是要使个体社会化,成为一名合格

的社会成员,有利于社会的延续和继承。个性教育

是要使个体个性化,通过个体的自主选择、融合和创

造,为社会注人新的活力,使社会在继承中有发展 ,

延续中有进步。素质教育的这两个方面,忽视任一

个方面都是片面的。

3.从概念的外延关系看,特长教育、个性教育

和素质教育三者的关系即:特长教育真包含于个性

教育,个性教育又真包含于素质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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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peciahty formation chiefly concerns individual psychological features such as in-

terest, hobby, etc。 , wh⒒ e individuahty includes temperament, need, purpose, motive, emo-

tion, idea1 behef, world outlook, hfe outlook, value oud° ok, etc,, besides interest and hob-

by。  speciahty education is part of but differont from individuahty education。 Education of quah-

ty is a unity of individuahty education and generahty education。  'rhe relati° nship among the

three is that quahty educati° n completely contains individuahty education, wh⒒ e individuahty e-

ducation completely contains speciahty edu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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