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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持以人为本，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

李 秀

（四川江油师范学校$ 四川 江油 %&!’((）

【摘 要】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对于现代人才教育有着重要意义，是社会和时代发展的需要。

我们要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实事求是、求真务实地抓好人才教育，为国家

和社会的发展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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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才是硬道理”。中国只有不断的谋求发

展，才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面对如今国际上国

家之间的竞争更加激烈，同时我国的建设已进入新

的发展时期，党提出了新的发展观，即科学的发展

观。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

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

会和人的全面发展。”强调，“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

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

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的要求”，推进改

革和发展。这样完整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是我们

国家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导思想的新发展。加

快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离不开人来实现。

如何去实现二&二&年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人

才更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在当前，树立和

落实科学的人才教育已经显得尤为重要。本文就树

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从以下两个方面着手，谈一下

认识体会。

一、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的重要意义

坚 持 以 人 为 本 ， 是 科 学 发 展 观 的 本 质 和 核

心。以人为本，就是要把人民的利益作为一切工

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满足人们的多方面需

求和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体地说，就是在经济

发展基础上，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物质文化生活水

平和健康水平，就是要尊重和保障人权，包括公

民的政治、经济、文化权利，就是要不断提高人

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就是要创造人

的平等发展，充分发挥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毋庸

讳言，以人为本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上，

以人为本，在学校教育中的一个重要表现在于以学

生利益为本，体现出教育的目的是一切为了学生，

为了学生的一切，不断满足学生全面发展的需要。

（一）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是以人为本的基础

现实生活中，人人都要参与社会活动，社会的

向前发展是靠每一个人的不断努力来推动的。人的

知识、思想、道德观念等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在

现实的生活、社会实践中，通过教育、学习等方式

来不断形成和完善的，以提高自身综合素质能力。

当前，我国的教育事业已取得了累累硕果，在提高

人的素质方面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我们不得

不面对这样的现实：现代科技文化教育在中国的普

及和发展也是步履艰难，到现在我们还在为九年义

务教育的普及而作艰苦的努力。教育是弘扬科学，

提高民族素质的主要方式。国家、社会通过各种形

式的教育，旨在不断提高人们的综合素质，以适应

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以满足国家和社会发展的需

要，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作出贡献，实现自己的人

生理想和人生价值。可见，在教育实践中，只有树

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才能坚持和实现以人为本；

只有加强人才的培养和教育，才能不断实现中华民

族复兴的伟大事业。

（二）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是时代发展的需要

二十一世纪是人才竞争的时代，谁拥有更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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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谁就在竞争中取得优势。人才的培养靠教

育。教育的发展就成为世界各国竞争的重点。当

前，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世界上依然

属于第三世界国家。国际形势风云变换，更是错综

复杂。我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要发展，要实现长

治久安，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要不断的发展

我们的教育，把我国的劣势转化为优势。那么，教

育这一实践靠什么科学的理论来指导呢？这一科学

的理论就在于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科教兴国”是

强国之路。在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的指导下，坚持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加强人才的培养和教

育力度，在全国上下形成“人人都想成才，人人争

当人才，人人都是人才”的良好局面。

二、正确理解和把握人才教育观的科学

内涵

科学人才教育观的实践，是对马克思主义、毛

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

忠实实践。只有认真理解和把握其科学内涵，才能

在教育中把工作干好。

（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科学的人才教

育观的根本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发展先进的生产力，

发展先进的文化和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牢

牢地联系在一起。如何让人成才，如何让人树立正

确而科学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如何提高人

们的综合素质等等，“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树立

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给予了指导。科学的人才教育观

就是要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指导下，开展人

才的教育和培养，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从而不断

地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的需要。

（二）实事求是是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的核心内容

胡锦涛总书记指出：“求真务实，是辩证唯物

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一以贯之的科学精神，是我们

党和国家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这不仅概括了

求真务实的重要性，更是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精神。

科学的人才教育观，就是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

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来对待教育，用解放思想、与

时俱进的思想路线来指导教育，用兢兢业业、真抓

实干的良好作风来加强教育。因此，实事求是是科

学的人才教育观的核心内容。坚持实事求是，就是

按照客观规律办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就是要在

抓教育的过程中把握规律性，把握科学性，减少盲

目性和片面性。只有坚持实事求是，才能树立正确

的人才教育观。

（三）科学发展观是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的重要

前提和基础

树立科学的发展观，也要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

观。不坚持科学的人才教育观，就不可能落实科学

的发展观。这两者是相辅相成的，科学的发展观支

配和引导科学的人才教育观，科学的人才教育观体

现和保证着科学的发展观。新形势下，科学的发展

观所要求的人才教育观，是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

调，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人才教育观。适应全面发

展的要求，就是要不断地加强教育和提高教育水平，

既要围绕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又要加强科学尖端

领域知识的教育；既要加强科学文化素质的培养，又

要加强国民思想道德、法制、爱国主义等的教育，“两

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当前，我国在加快社会发

展的同时，正在积极建设现代化国民教育体系，优化

教育结构和教育资源配置，特别是发展义务教育、农

村教育、职业教育与培训，加强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

究，推进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普及科学知识，弘扬

科学精神。因此，我们应坚持以科学的发展观为指

导，树立科学的人才教育观，这样才能巩固和不断

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不断增强国家的综合国力，

才能不断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各项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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