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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核心素养在“以人为本”的理念下来培养人、发展人、完善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核心素养育人本质的

提出是教育哲学人本位的回归。基于教育哲学视角，厘清核心素养的概念，发掘核心素养的理论来源，确

定核心素养的价值意蕴，研究核心素养的实践方法，探索核心素养的发展趋势，追求核心素养的有效落实。

通过对核心素养概念、来源、价值、未来发展趋势以及实现理路进行研究，有利于进一步丰富和深化核心

素养理念，有利于深刻把握核心素养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有利于推动核心素养育人本质的有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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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re literacy in the “people-oriented” concept is of training people, developing people, perfecting 
people, to achieve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The proposed nature of core literacy 
parenting is a return to the humanistic nature of the philosophy of education. The essence of edu-
cating people with core quality put forward is the return of human standard in educational philoso-
phy.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educational philosophy, this paper clarifies the concept of core li-
teracy, explores the theoretical source of core literacy, determines the value implication of core li-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55
https://doi.org/10.12677/ae.2024.1461055
https://www.hanspub.org/


陶晓艳 
 

 

DOI: 10.12677/ae.2024.1461055 1146 教育进展 
 

teracy, studies the practical methods of core literacy,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trend of core litera-
cy, and pursues the effective implementation of core literacy.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concept, 
source, value, future development trend and realization of core literacy, it is helpful to further enrich 
and deepen the concept of core literacy, to deeply grasp the application of core literacy in education 
and teaching, and to promote the effective realization of the essence of core lite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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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年来，受国际发展与国内相关政策影响，核心素养成为当下学界研究的热门话题，一时间关于

教师核心素养、学生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等方面的研究比比皆是，让人眼花缭乱，反而使人深陷其

中，无法正确看待核心素养本身。核心素养是什么，核心素养是如何提出的，开展核心素养有什么用，

核心素养未来发展如何。一连串的追问最终是要回归到对核心素养的本质探索，对核心素养的本质研究

实际上就是对核心素养育人本质的研究。 
厘清核心素养概念利于对其育人本质的探讨，核心素养一词是舶来品，最早出现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

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 OECD)和欧盟理事会的研究报告中，

OECD 在 1997~2005 年的大规模跨国研究项目中将核心素养定义为：个人为实现自我、终身发展、融入主

流社会和充分就业所必需的知识、技能及态度的集合，它们是可迁移的，并且发挥着多样性的功能([1] p. 13)。
随后有些许组织与学者都提出了对核心素养概念的解释，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提出“学会求知、学会做事、

学会共处、学会发展、学会改变”这五大支柱是 21 世纪社会公民必备的基本素质，这一定义更加关注人

终身的全面发展，为教育以人为本奠定了思想基础([1] p. 14)；欧盟将核心素养定义为是指一个人在知识社

会中自我实现、社会融入，以及就业所需要的素养，其中包括知识、技能与态度([1] p. 16)；台湾地区学者

蔡清田认为核心素养是指统整的知识、能力及态度之素养，能积极地适应个人及社会的生活需求，使个人

得以过上成功与负责任的社会生活，得以面对现在与未来的生活挑战[2]；学者褚宏启认为核心素养指的

是为了适应 21 世纪的社会变革，人应该具备的关键素养[3]；学者杨志成认为核心素养是在每个人有限的

学习时间里，发展其最为核心的素养，从而使其具有持续学习、生活发展、参与社会生产所需的必备品格

和关键能力[4]；在 2016 年 9 月 13 日，《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总体框架正式发布，中国学生发展核

心素养以“培养全面发展的人”为核心，分为文化基础、自主发展、社会参与三个方面，综合表现为人文

底蕴、科学精神、学会学习、健康生活、责任担当、实践创新六大素养[5]。基于上述各个组织及学者对

核心素养的界定，本文采取基于《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对核心素养概念的界定来进行研究与分析。从

以上关于核心素养概念论述来说，核心素养主要是关注人如何适应及应对 21 世纪的变化，如何能在 21 世

纪中获得更好的生存与发展。因此，归根到底，对核心素养研究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在人本身。 

2. 教育哲学视域下核心素养育人本质的认识 

哲学是教育哲学的一般原理，教育哲学是哲学的具体化理论，教育哲学应当在充分肯定已有研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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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价值的基础之上，提出一些需要研究者、管理者和实践者进一步深入思考的问题，以促进教育者从

一个更宽广的理论和价值视野来看待核心素养的相关问题[6]。 
(一) 认识论视角 
从认识论的角度来看，认识论侧重于关注核心素养是怎样提出的，国外核心素养体系的构建对我国

核心素养提出有着巨大的影响，本文在对此作出肯定之外，还试图从中西方的一些教育哲学理论中发掘

核心素养的提出依据。正如要素主义教育哲学关注基本知识学习和人类文化遗产传承那样，其认为教育

的目的无非就两个方面，一是教育就是传递人类文化遗产的要素或核心，认为只有掌握了文化，人才能

够准确预见各种行为方式的后果，从而达到他期望达到的目的；二是教育就是帮助个人实现理智和道德

的训练，因为这对于个人理智和人格的和谐发展是必不可少的，这就是强调了要关注基本知识的学习[7]。
在核心素养中也提到了文化基础的学习，重在强调能习得人文、科学等各领域的知识和技能，掌握和运

用人类优秀智慧成果，涵养内在精神，追求真善美的统一，发展成为有宽厚文化基础、有更高精神追求

的[8]。要素主义哲学思想虽然被他者冠以保守主义的称号，但并不意味着要素主义提倡的是毫无价值的，

正如上述所说那样，强调基本知识学习与人类文化遗产传承对于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民族都是有价

值、有意义的。核心素养正是认识到基本知识学习与人类文遗产传承的重要性，才将文化基础作为核心

素养的一个方面。 
又如存在主义教育哲学那般注重人的存在，注重现实人生，并以此作为自己的出发点[9]。存在主义

者是一种将人的存在作为其基础和出发点的教育哲学，极致肯定了人存在的重要性。实用主义教育哲学

是公认的以“儿童为中心”为基础的哲学思想，强调学生本位的思想，注重学生自然发展，培养学生的

兴趣，满足学生发展的需要。随着经济、科技、社会的快速发展，各个领域愈来愈认识到人的重要性，

特别是在教育领域，教育者们关注到人作为主体的根本属性。这个时代的重要哲学特征是以人为本，即

儿童为本、学生为本。为此，这个时代教育目标的核心将以人的发展为重点，教育行为将关注到每一个

人的全面发展、持续发展[4]。核心素养中的自主发展正是对人主体性的重要性的回应，强调学生除了要

学会学习以外，还要学生能够认识自我、发展自我、养成健康良好的身体等内容，核心素养充分肯定人

的主观性以及能动性，给予最大支持去发展和培养学生。核心素养对学生主体性的肯定对应了存在主义

教育哲学强调人的存在以及现实性，印证了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以学生为本的价值理念。 
再如孔子强调的学思行相结合的教学哲学思想，正如其思想所说的“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以及“君子欲讷于言而敏于行”表达的那样，既强调会学、会思考的重要性，重要的是还强调了实践的

重要性，学与思最终都是为了行动服务的；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强调儿童的经验，提倡“做中学”，认为

实践是学生学习、获得知识的最佳方式；马克思主义实践观认为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实践是认识与发展

的根本动力，实践是检验真理正确与否的唯一标准[10]，其充分肯定了实践对学生学习，获取知识的基础

性作用。核心素养中社会参与包含责任担当和实践创新两个方面，责任担当看似与实践创新关系不大，

但是应明白责任担当是学生在参与社会、国家、国际等社会关系时所形成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以及行为

取向，所以归根结底还是要进行实践。核心素养对社会参与的详细界定明确表明学生参与实践的必要性

及重要性，是孔子学思行结合的教育哲学思想体现、是实用主义教育哲学“做中学”，强调学生经验的

教育主张、是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的体现。综合以上分析，核心素养的来源具有中西方的教育哲学基础，

核心素养充分体现了中西方教育哲学思想的精华，是对中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是中西方教育哲学育人

的重要体现。我国秉持着取其精华弃去糟粕的教育原则，汲取优秀教育哲学理念融汇到核心素养中，实

现核心素养的科学发展。 
(二) 价值论视角 
从价值论的角度来看，核心素养的提出也将产生多方面的价值。首先是核心素养的提出既肯定了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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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知识与实践能力对学生的重要性，还明确了学生作为“人”的主体性地位。与传统教学思想关注学生

基本知识学习而忽视了学生自主发展、个性发展等相比，核心素养在肯定基础知识学习的同时给予了学

生充分的关心和爱护，关注学生的人生规划、关注学生的身心健康、关注学生的生活品质以及关注学生

的人格发展。核心素养清晰阐释了知识与技能等内容学习最终是要为人服务的，要关注学生情感态度、

价值观的培养，要能使学生能成“人”，做成“人”以及做好“人”，让学生能在复杂多变的社会中安

身立命，获得个人发展，成就出彩的人生。 
其次是核心素养的提出极大地激活了学校办学的活力、专业性以及衔接性。激活学校办学活力主要

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学校在落实核心素养时激活了教师教育教学的活力与学生学习活力[11]。在

2022 年《教育部关于印发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通知》(简称“课标”)中，详细介绍了核心素

养在各个学科中的广泛运用及核心地位，明确了基于核心素养教学目标这个大原则，教师应该怎么学、

怎么教、怎么管、怎么评，通过权力下放，极大地授予了教师教育教学的自主权，对激活教师教育教学

活力有推动作用；同时在核心素养指导下，还强调了跨学科教学、项目式学习、探究性学习，当这些学

习方式教学方式成为常态时，将会加强各学科、各年级、各个教师与学生的联动，对激活学生学习活力

与教师教学能力都有较大的促进作用；二是推动学校办学专业化，在核心素养实施的背景下，教师的课

程理解力、设计力、教学能力以及研究能力都必须得成长起来，教师能力的成长是核心素养有效落实的

保障，核心素养贯穿在各个学科内容之中，这就需要教师能够提升自身的专业意识，加强对核心素养目

标指导下的学科进行理解，提高自身的专业能力，落实好、执行好核心素养在教育教学中的应用。三是

加强了各学段教学工作的衔接。核心素养是“课标”的灵魂，统领着新的课程目标、新的教学方式、新

的教学内容以及新的评价方式等内容[12]，“课标”中对义务教育阶段作了新的学段划分，由之前的三个

学段变为四个学段，对每个学段的目标、方式、内容及评价方式等内容作出了清晰的界定，既充分尊重

了学生身心发展规律以及知识学习的循序渐进，又增强了学科知识与学段间的连贯性与衔接性。 
再次，核心素养的提出是对社会诉求的回应。人具有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双重属性，而社会属性是

人的根本属性，这就意味着社会对人的影响具有深刻性和根本性，因此，强调人的发展需要关注人的社

会价值。“社会需要什么样的人，社会通过核心素养教育满足人的价值诉求想要实现什么样的发展[13]？”

除了要培养满足社会现实需要的人才，还要强调培养能够引领和超越社会发展的人，人才的培养既要考

虑现实性问题，还要考虑前瞻性问题。核心素养意识到社会因素对人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故强调了全

球化与国际理解、国家认同与社会责任感、科技发展与信息时代、道德准则与行为规范、经济成长与职

业需求等内容。核心素养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学校是实施落实核心素养、培养人，

发展人的关键，人的和谐发展是推动社会和谐发展的根本性动力之一。因此，要关注核心素养价值的多

样性和复杂性，关注其对学生、学校以及社会有着独特的价值意蕴，三者价值的统一蕴含着核心素养的

育人本质。 
(三) 方法论视角 
核心素养的三个方面，六个要素及十八个基本要点构成了完整的核心素养体系，核心素养具有丰富

的理论内涵与实践内涵，这要求在落实核心素养时要运用唯物辩证的方法，唯物辩证法是最根本方法。

核心素养的各个方面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这就要求我们要全面看待核心素养的各个方面，在核心素养

的对立中把握统一，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要掌握核心素养内部联系及核心素养外部联系，形成核心素养

的大局观与全局观意识，统筹核心素养稳步发展；要正确看待核心素养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理解核心素

养的培养既是全面的，又是个性化的。总之，在运用唯物辩证法时要采用分析和综合统一、演绎与归纳

统一、抽象与具体统一、历史与逻辑统一[14]。除此之外，在认识和学习核心素养时还要运用批判性思维

与实践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运用有利于学生站在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上，对核心素养有一个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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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地认识，从而形成正确的价值取向。实践性思维的运用是学生主体意识觉醒的体现，当学生意识到

自身主体性地位时，就能够将所学知识运用与实践，从而达到学以致用的目的；还是实践能力的体现，

正确的实践活动能够锻炼人的实践能力，而实践能力的获得能够引发实践思维，因此，在认识和学习核

心素养过程中运用实践性思维对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有促进作用。 

3. 教育哲学视域下核心素养育人本质的发展趋势 

(一) 学生主体性地位进一步凸显 
核心素养的出发点、落脚点以及着力点都是为了学生的发展，教是为了学，学生是学习过程中的主

人翁，因此，核心素养在实施落实过程需对学生学习主体性地位作更进一步的考量。如何在教育教学过

程中凸显学生的主体性地位，可以通过以下几个方面： 
1) 深度认识学生。首先是要基于心理学的视角来认识学生，每个学生都是独一无二的，要认识到学

生之间的差异以及认识到每个学生在不同阶段身心发展的差异，充分肯定每个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

性地位，根据学生的差异采取因材施教的教学措施；此外要明白学生并非是单向度的人，所谓单向度指

的是丧失否定、批判和超越能力的人[15]，相反，学生是最能清楚知道自己喜恶、自己感兴趣的事物，要

解除桎梏在学生身上的枷锁，恢复学生本真，实现学生思想解放，思想自由，使学生能对自己的学习负

责，使学生更够做学习的主人； 
2) 理解学生的需求。站在学生的立场，了解学生的真实诉求。教师是除了家长最希望学生有所成长

的人，故而对于学生的学习就会加大强度，希望学生通过高强度的学习得到高分，为以后获得更好的发

展奠定基础，但这也的的确确压抑了学生诸多需求，如社交的需求、特长发展的需求等。理解学生需求

利于释放学生学习活力，利于创造和谐的教学氛围，从而推动学生的发展； 
3) 相信学生的能力。就像有些学者说的那样，为什么对“以学生为学习中心”不放心，最主要的就

是不相信学生的能力，总认为学生的学离不开教师的教，教师传授知识是学生学习的全部来源，但这种

观念是有问题的[16]。学生并非一无所知地来到学校，学生是具备一定学习能力的，教师的作用就是要发

挥学生已有的学习能力，而不是一味的灌输教学，忽视学生学习的能力，教师要相信学生有能力做好学

好学习这件事。在整个教育教学活动过程中教师要像总舵手一样，把握教学大方向不走样，其余的交给

学生，给予学生充分的信任与权利，充分发挥每一个学生的潜能。 
(二) 教育教学过程中强调实践的重要性 
核心素养构成教育教学内容的方方面面，指向核心素养的教学倡导从实践的角度理解与实施教学活

动。实践作为检验核心素养真理性的唯一标准，核心素养好不好，行不行得通，通过实践就能知晓。核

心素养在教育教学中的效果还得是看学生的实践情况，要想通过学生实践提高核心素养在教育教学中的

作用，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入手： 
1) 要关注学生的实践方式。学生的实践方式可分为两种类型：一是思维形态的实践，二是付出实际

行动的实践。虽然说哲学上讲实践是人们改造客观世界的物质性活动，但教育教学是一项特殊的教学活

动，在这个活动过程中学生通过大脑思考完成实践的全过程，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在教育教学过程

中是存在思维形态的实践[17]。思维形态实践的存在意味着要认识到在核心素养背景下学生实践的育人本

质，在意识形态上认识到实践就是为了培养人、发展人。实践的思维是进行实践的基础，在具备一定的

实践思维时，将实践落实到实处才是实践的归宿。在教育教学过程中，要实现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

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就得进行实践，要为学生提供实践的机会。 
2) 要关注学生的实践能力。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关键在于行动，只有通过系统的行动，学生的实践

能力才能有所提升。故而，要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第一点就是要创造进行实践的机会，鼓励支持学生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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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参与实践活动，通过参与实践，学生能从实践中发现问题、提出问题以及解决问题，从而实现实践能

力的提升；第二就是学生在进行实践时要有专门人员的指导，通过专业的指导，避免学生在实践中受到

严重挫伤，侵害其实践的积极性与能动性，进而提高实践的效率；第三是要对学生实践进行及时的评价，

通过评价与反馈，肯定学生实践的成果，纠正学生在实践过程中的失误，实现实践的正向功能。上述两

个方面既是回答了何为实践，又回答了如何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问题，对核心素养在教育教学落实过程

中起着推动作用。 
(三) 多元价值观念转变 
核心素养的提出以及应用势必会造成价值观念的冲突，如何解决好这些价值冲突有利于核心素养的

高效落实。核心素养引发的价值冲突是多方面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传统知识观向核心素养知识观的转变。传统知识观强调知识的获得，基于核心素养的知识观不仅

强调知识的获得，还强调了知识是作为问题解决的工具、交往协作的媒介以及自我实现的资源[18]，这体

现出核心素养知识观强调知识的获得，更强调知识作为工具、媒介等在实践活动中的作用。相比传统知

识观知识忽视人性，人为了知识来说，核心素养的知识观倡导知识的生成性，知识的情境性运用，知识

的实践性意义，更主要的是倡导知识是为了个人价值的实现。 
2) 传统评价观向核心素养评价观的转变。传统评价观是一种静止的、终结性的、一锤定音式的评价，

是一种注重对知识的评价，其忽视了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展的无限潜能。基于核心素养的评价观是一种

持续的、动态的、全过程的评价，这种评价倡导发挥多元评价主体的积极作用，倡导综合运用多种评价

方法，增强评价的科学性、整体性，这是一种注重对能力的评价。其关注学生各个方面的成长，肯定学

生发展的无限潜能。核心素养下的评价观扭转为了知识评价而评价的观念，形成知识是为人服务、使人

获得成长的评价观念，形成科学、良性互动的评价观念。 
3) 传统价值观念向核心素养价值观念的转变。传统价值观强调社会价值凌驾于个人价值，个人价值

完全服从于社会价值，把满足社会需要视为教育根本价值的教育目标取向。而核心素养价值观倡导在满

足社会价值的基础上，还要充分肯定个人价值，个人价值的实现是核心素养的本质要求；传统价值观强

调知识本位，强调知识的至高无上，忽视学生的个体性，学生围着“知识”转，而核心素养下的价值观

强调学生学习的能动性与主动性，强调知识为学生成长服务，知识为学生发展服务，强调学生的主体性

地位；传统价值观强调教师的权威性，教师主宰着整个教育教学活动，学生绝对听从教师的安排，学生

的自主性与能动性被忽视，而基于核心素养的价值观即肯定教师在教育教学中的主导性作用，但绝不忽

视学生在学习活动中的主体性地位，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和发现学生的自我价值，坚持以学生为本的

价值理念。 

4. 教育哲学视域下核心素养育人本质的实现理路 

(一) 有效落实学生学习的主体位置 
学生学习主体位置的落实需要从两个方面进行，一是教师“权力”下放，“权力”下放使得学生拥

有更多的学习自主权，学生在一定程度上可自行安排自己的学习任务，自主决定学习进程，基于此可增

强学生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以及增强学生学习的灵活性。二是唤醒学生学习的主体性意识，“权力”

下放只是学生学习中心地位有效落实外在因素，在外在因素保障之后，最主要的还是要唤醒学生自身学

习的主人翁意识，只有当学生意识到自己是学习的主体，其才会充分调动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使其

成为学习的主人，只有学生自身这个内在因素被充分唤醒，其他的外在因素才能共同发挥作用，从而实

现学生学习主题地位的落实。因此要鼓励、支持学生进行自主学习，让其在自主学习中获得成就感；要

创造学生自主学习的机会和条件，让学生能够有机会和条件进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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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注重教学、学习方法的实践性 
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是为了学生能够具备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如

何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体现在教师教与学生学的过程中，理想情况下通过教师教与学生学可以具备与掌

握那些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但理想和现实总是存在差距的，而缩小差距最主要的方法就是实践。因此，

无论是在学科课堂教学活动过程中还是在综合实践课程活动过程中，要强调教学方法与学习方法的实践

性，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实现实践—理论—实践的良性循环，从实践中获得对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的必要品格和关键能力的认识，进一步再形成相关理论，又回到实践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发展需要

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中去，循环往复，进而实现发展学生核心素养的目标。 
(三) 加快师生教与学的价值观转变 
师生教学价值观的转变主要表现在教师教学与学生学习观念教学目标、教学过程、教学结果等方面

的转变，这是一种是全方位、全过程的价值观转变。在教学目标方面，要加强教师教与学生学观念由传

统的获取知识向获取知识、形成知识、深化知识、运用知识、反馈知识的转变，要让师生明白教学和学

习是动态发展的而不是对相对恒定知识的获取，核心素养下的教与学是“活”的知识。因此，教师的教

与学生的学最主要的任务是要从获取知识、深化和运用知识中实现个人的成长。在教学过程方面，教学

活动、教学方法的选择变得更为灵活多样，教学模式不再拘泥于教师教学生听的传统教学模式，积极采

取新型教学模式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充分体现学生在课堂中的主体性地位、体现师生之间的民主关系以

及体现课堂活动的灵活性和创新性。在教学结果方面，因为目标的选择与教学过程的转变，教学结果也

随之发生转变，教学结果注重采用定性与定量的方法收集信息，从而进行相应的评价，评价呈现出多样

化、个别化、差异化的评价结果，因为评价不仅是围绕分数进行，还包括学生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

面的内容，因此评价的范围更广，评价结果进一步促进学生多元发展。 

5. 结语 

基于教育哲学视角来探析核心素养的育人本质有助于厘清核心素养的相关内容以增强对核心素养的

认识与理解，进而推动核心素养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总的来说，就是要将核心素养真切落实到中小

学教育教学实践中去，明晰学生的培养方向，推动学生朝着多元、个性而又全面的方向发展，为社会主

义现代化强国建设提供德智体美劳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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