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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周希贤

（重庆工商大学，重庆 ４０００６７）

摘　要：“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是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我们遵循
教育规律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是“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行动指南。坚持和自觉践

行“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在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和“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进程中实现其当

代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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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１日，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
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

来”。［１］“三个面向”是邓小平教育思想的精髓，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

部分。“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指明了我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新方向，把握了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

是我国教育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是我国教育改

革发展的指导思想。３０年来，在“三个面向”教育
思想的正确指导下，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前所未

有的发展。

党的十八大提出了“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

的战略目标和“努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的总

体要求。党的十八大指出，要坚持教育优化发展，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

的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

建设者和接班人。

认真贯彻党的十八大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提

出的新的目标和要求，我们必须始终坚持邓小平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

指导思想。在今天，进一步深刻理解“三个面向”

教育思想的科学内涵和重要现实意义，自觉践行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推动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是新时期我国

教育发展的重要理论与实践问题。

一、“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是我国实现

教育现代化长期发展的战略方针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教育对于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战略地位和作

用，在提出“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之后，相继提出

了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方针和科教兴国的战略国

策，从党的治国理念和国家发展战略层面确立了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重要地位，使教育现代化发展

和教育面向现代化的战略得到了有效实施，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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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３０年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大发展。“三个面向”
教育思想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我国教育现代化的指

导思想，坚持教育优先发展战略，是我国教育现代

化基本实现的根本保证。

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开创了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明确了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的总体目标，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

开放，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党的基本路线。党的

基本路线规定了我们一切工作都要围绕服务于经

济建设这个中心、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体目标。

当今世界各国之间的竞争，直接体现的是经

济实力的竞争，其背后是科技水平的竞争，归根结

底是人才素质的竞争。人才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中最重要的生产力要素，人才培养靠教育，强国

必须先强教育。要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

标，必然要求教育面向现代化服务。中国的教育

如何面向现代化服务，必须首先实现教育的现代

化，通过培养高素质的人才掌握现代先进的科学

技术来为经济建设服务。邓小平指出：“我们要

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发展科

学技术，不抓教育不行。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

必须有知识，有人才。没有知识，没有人才，怎么

上得去？”［２］邓小平的讲话，深刻地阐明了现代

化、科技、教育三者之间的关系，即现代化的关键

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现代化的根本是国民素质现

代化，现代化的前提和基础是教育现代化。邓小

平强调了只有抓好了教育，才有知识和人才；有了

知识和人才，科技才上得去；科技水平上去了，实

现现代化才有希望；抓好教育是实现现代化的前

提和基础条件。

当今世界总的发展趋势与３０年前邓小平提
出“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年代相比没有发生根

本性改变。人类社会已经进入知识经济和信息时

代，科学技术发展突飞猛进，知识智能的重要性日

益突出，知识智能高新技术已成为最主要的经济

资源，自主创新已成为最主要的经济增长点，国家

的创新力已成为核心竞争力，掌握科学技术的创

新主体———高素质人才作为核心生产力要素的地

位更为凸显。人才培养靠教育，强国必先强教。

因而，教育在一个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

地位和作用更显重要。

中国经过３０多年的改革开放，取得了史无前
例的巨大成就，但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

基本国情未变，社会的主要矛盾未变，发展中大国

的国际地位未变。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的关键时期，正处于由经济大国转变为经济强国、

由人口大国转变为人力资源强国的过渡时期。要

实现这些目标，提高国民综合素质，提升国家创新

力、培养千百万高素质创新人才的任务更加迫切。

综上所述，从世界发展大趋势和中国社会发

展的实际来看，教育的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战

略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实现教育现代化的目标

就更为迫切。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我们必须

长期坚持“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作为教育改革发

展的指导方针。

坚持邓小平提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

论断、科教兴国的战略国策，坚持把教育摆在优先

发展的战略地位。坚持优先发展教育的战略方

针，必须使优先发展教育成为党和国家坚定意志

和全社会共识，推行教育优先发展“一把手工

程”，在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中优先安排教育，在财

政资金使用中优先保障教育投入，让公共资源优

先满足教育和人力资源开发需要，从方针指引、政

策导向、措施落实等方面确保中国教育现代化的

推进。

二、“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是我们遵循

教育规律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指导思想

推进教育现代化，必须遵循教育发展规律。

邓小平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无产阶级政治家的

改革创新精神，勇于开拓的品质、长远的战略视角

和宽广的世界眼光提出“三个面向”的教育思想，

深刻地揭示了教育的特点和本质，为中国教育现

代化提出了崭新的教育理念、指明了教育发展的

战略方向、总体目标、实现路径和长远要求。“三

个面向”教育思想是我们认识教育本真和教育规

律的指导思想。遵循教育发展规律，深化教育改

革，是我国教育现代化基本实现的前提和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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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今天，尤其需要我们深刻学习和把握“三

个面向”教育思想的科学内涵，严格遵循教育规

律推进教育现代化。

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阐述了

教育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关系，揭示了教育

的本质就是培养人才和服务社会发展，指明了教

育必须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全面发展，必须为中国

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指明了中国现代教育发展

的战略方向和目标。

邓小平指出，为适应这个新的要求，就必须大

力改革和发展教育，建立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

设需要的现代教育体系，确保教育更好地为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邓小平１９７８年４月２２日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教育事业必

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的问题。邓小平

指出：“为了培养社会主义建设需要的合格人才，

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在新的条件下，如何更好地贯

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３］他还强调：

“更重要的是整个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

的要求相适应。不然，学生学的和将来要从事的

职业不相适应，学非所用，用非所学，岂不是从根

本上破坏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那又

怎么可能调动学生学习和劳动的积极性，怎么可

能满足新的历史时期向教育工作提出的巨大要

求？”［４］邓小平十分清楚地阐明了教育与人才培

养和现代化的关系。邓小平指出，实现现代化，必

须有知识，有人才，这就必须重视和发展教育；但

教育必须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必须坚持教

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才能培养社会发展

需要的人才，我们的教育才能面向现代化，服务于

现代化。邓小平进一步指出：“现代经济和技术

的迅速发展，要求教育质量和教育效率的迅速提

高，要求我们在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上、方

法上不断有新的发展。”［５］邓小平站在教育必须

适应经济建设的发展和适应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

的两个适应的高度，具体指出了中国的教育必须

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必须运用现代科学技术对教

育内容和方法进行改革，不断创新，构建中国新的

现代教育，这样，我们的教育才能更好地、真正地

面向现代化，服务现代化。

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世界”，阐明了立

足中国和学习借鉴世界现代教育优秀成果之间的

辩证关系，强调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要

立足于中国，必须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去推

行，揭示了教育事业开放性特点和本质，指明了更

新中国现代教育理念和构建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

路径———必须走向世界改革开放发展之路。

当今世界，一方面，随着信息时代的来临和经

济全球化进程的推进，人类社会变得更加开放，国

家与国家之间相互联更加紧密，相互依赖的程度

加深。另一方面，创造力已经成为一个国家的核

心竞争力，知识智力资源成为影响经济持续发展

的最重要因素。世界各国都在探索如何通过现代

教育培养高素质创新人才的理念、途径和方法，以

形成新世纪的现代教育体系，不少发达国家已经

走在了我们前面。

教育要面向世界，是党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

这一基本点在中国教育发展战略中的体现。邓小

平强调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要立足于中国，而

且要放眼世界；要求把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

展置于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去迎接世界科学技

术文化教育发展的挑战。

邓小平以无产阶级政治家的胸怀和世界眼

光，高瞻远瞩地看到了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

进发展的趋势，看到了高新技术对生产力发展的

巨大推动作用，看到了中国与世界发达国家之间

的差距，指出当今世界是一个开放的世界，任何一

个国家都不能再自我封闭和孤立存在，否则就要

落后，落后就要挨打，甚至失去生存和发展的机

会。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开放，学习人类一切优秀

文明成果。那么，教育也不能例外，我们的教育要

面向世界。一方面，我们要加强国际间经济、科

技、教育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坚持教育的改革开

放，解放思想，努力学习世界教育的先进教育理

念、教育方法和教育手段，用以改造自己的教育，

构建中国面向２１世纪的现代教育体系，使中国现
代教育能跻身世界先进教育之林；为实现中国现

代化培养千百万高素质创新人才。另一方面，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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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教育今后所培养的人才，必须具有国际意识、

世界眼光，具有国际交往和竞争能力，是能够面向

世界，走向世界，赢得世界的人才。这样的教育和

这样的人才，才能确保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的发展，才能确保中国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

之地。

邓小平提出的“教育要面向未来”，深刻的阐

明了社会发展对教育发展的现实需求和长远需求

之间的关系，强调了中国教育的改革和发展不仅

要着眼于满足当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的需要，还

必须预见到规划好远期的需要，以满足中国现代

化的可持续发展；揭示了教育事业前瞻性特点和

本质，指明了中国现代教育改革发展的趋势和

前景。

中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靠高素质的人才，人

才培养靠教育，人才培养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

人才在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中作用的发挥和价值的

体现相对于人才培养的过程来说，具有时间上滞

后性的特点。教育今天培养的人才是为５年、１０
年、２０年后乃至更长的时间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
会发展服务的。因此，教育必须面向未来，要求教

育不仅要满足当前社会对人才的需要，而且要着

眼于未来社会发展对人才的需要。教育要面向未

来，揭示了教育事业的前瞻性特点和本质。教育

今天所培养的人才，他们必须面对未来，并且必须

要有能力迎接未来的挑战，并赢得未来；他们的素

质如何，直接关系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和民族

的前途命运。教育要面向未来，要求我们必须以

历史的、前瞻的、长远的战略思维和全球视角来谋

划中国现代教育的改革和发展，必须把握世界经

济、科技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把握中国社会发展对

于人才素质要求不断提升的趋势，并针对这些发

展趋势制定前瞻性的人才培养规划，不断创新教

育理念和人才培养模式，进行超前性的人才培养，

才能使我们今天培养的人才满足未来中国现代化

建设的需求，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三个面向”教育思想对教育特点和本质的

深刻阐述，是我们认识教育发展规律的理论指导。

我们的教育改革只有遵循教育发展的规律，才能

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促进人的现代化和培养

高素质创新人才，为社会主义现代提供人才和智

力支持；只有遵循教育规律，不断更新教育理

念，改革教育制度、体制和机制、内容和方法，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现代化。

因此，我们今天必须坚持“三个面向”教育思想

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推进教育

现代化。

三、“三个面向”教育思想是“办好人民

满意的教育”的行动指南

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我们必须以“三个

面向”教育思想作为我国教育改革发展的行动指

南，坚持教育服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服务人

民的宗旨，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探索和构建新时期

人才培养模式，使我们培养的人才成为具有以现

代化为目标的使命意识和奋斗精神、以世界为视

野的开放心态和宽广胸襟、以未来为着眼点的前

瞻思维和担当能力的高素质创新人才。

人民满意的教育集中体现在两个层面。在国

家层面上，我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

国家利益是人民利益的集中体现。我国的国家利

益要求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培

养的人才必须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

班人，这样的人才不仅能够掌握现代科学技术，具

有创新精神和能力，同时必须具有坚定的社会主

义信仰，能正确处理个人利益个人发展与社会利

益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党的十八大提出我国教

育必须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任务。继“三

个面向”教育思想提出之后，邓小平对教育事业

培养人才的目标提出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

守纪律的“四有”新人的要求，这是新时期我国教

育事业培养人才的指导方针。今天，我们必须坚

持邓小平“四有”新人的要求，突出教育育德的首

要功能，才能使教育发挥立德树人的作用，使我们

培养的人才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接班

人。我们必须坚持“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为指导，

不断推进教育改革发展，才能提升国民现代水平，

培养造就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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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素质创新人才，使我国人力资源的数量、结

构、质量和贡献处于全球领先水平，从而确保中国

现代化的顺利推进，使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在国

家层面得到充分体现。

在人民群众层面上，我们的教育必须为人民

群众服务、为国民素质的不断提升、为促进人的全

面发展服务。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我国社

会从生存型消费进入发展型消费阶段，广大人民

群众对接受良好教育、促进自身全面发展、服务国

家建设的愿望日益强烈，学有所教、学有所成、学

有所用，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在新时期对教育的要

求。因此，我们必须坚持“三个面向”教育思想不

断开拓创新，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提高教育质量，

坚持以人为本，把提高人的素质，开发、发展人的

潜能作为教育的本真，促进教育公平，满足人民群

众不断增长的对教育发展的要求，使办好人民满

意的教育在人民群众层面得到充分体现。

［参考文献］

［１］邓小平文选（第 ３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３：３５．

［２］邓小平文选（第 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４０．

［３］邓小平文选（第 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０７．

［４］邓小平文选（第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

１０７１０８．

［５］邓小平文选（第 ２卷）［Ｃ］．北京：人民出版社，

１９９４：１０７．

（责任编校：朱德东）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ＺＨＯＵＸｉｘｉａｎ
（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Ｂｕｓｉｎｅｓ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Ｃｈｏｎｇｑｉｎｇ４０００６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ｒ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ａｒｅａ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ｆｏｒＣｈｉｎａｔｏｒｅａｌｉｚｅｌｏｎｇｔｅｒｍ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ｅｄｕ
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ｒｅａｇｕｉｄｉｎｇｔｈｏｕｇｈｔｆｏｒｕｓｔｏｆｏｌｌｏ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ｔｏｐｒｏｍｏｔ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ｒｅａｎａｃｔｉｏｎ

ｇｕｉｄｅｆｏｒ“ｉｍｐ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ｂｙ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ｏｆ“Ｔｈｒ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ｃａｎｂｅｒｅａｌｉｚｅｄ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ｂｏｏｓ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ａ’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ａｒｒｙｉｎｇｏｕｔｔｈｅ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ａｔｉｓｆｉｅｄｂｙ

ｔｈｅｐｅｏｐｌｅ”ｂｙｓｔｉｃｋｉｎｇｔｏａｎｄｐｕｒｐｏｓｅｆｕｌｌｙｐｒａｃｔｉｃｉｎｇ“Ｔｈｒ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ｒｅｅＯｒｉｅｎｔａｔｉｏｎ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ｔｈｏｕｇｈｔｓ；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ｌａｗ；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ｖａｌｕｅ

５

第６期　　　　　　　　　　　　　　周希贤：“三个面向”教育思想的当代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