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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从１９９０年代开始，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一直呈现出活跃景象。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间发表在中国知网

数据库和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数据库的大学素质教育研究文献的计量分析发现：文献数量与大学素质教育发展

历程呈现强烈正相关；关键词时序变化及 词 频 聚 类 分 析 清 晰 呈 现 大 学 素 质 教 育 和 通 识 教 育 成 为 两 个 明 显 研 究 热

点，并形成了各自的研究内容关联地图。大学素质教育与文化素质、创新能力、通识课程、教学改革的关联性很强，

思想道德素质和身心素质虽然非常重要，但将其作为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进行研究的还不够。发文作者

及发文院校分布情况表明，大学素质教育研究的作者主体目前是教育研究者，可以借助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平台，

加强研究者和管理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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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开始，“素质”“素质教育”逐

渐成为当代中国的常用词汇，几乎家喻户晓。２０
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开始，在教育部的大力推动下，

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破口的素质教育在

中国各类高校迅速展开。进入２１世纪，西方引入

的通识教育、博雅教育与中国本土的素质教育交

织在一起推动着我国的本科教育改革；大学素质

教育研究也呈现出活跃景象。为了探寻大学素质

教育研究的特点和规律，２０１６年３月，我们以“素

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通识教育”“通才教育”

“通识课程”“博雅教育”“自由教育”为关键词，精

确查找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ＣＮＫＩ）

和中国 社 会 科 学 引 文 索 引 数 据 库（ＣＳＳＣＩ）的 文

献，选取的是来自于ＳＣＩ来源期刊、ＥＩ来源期刊、

核心期刊、ＣＳＳＣＩ等相对高质量文献，剔除了以基

础教育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和非学术性文章，分别

得出５８４２篇和４４９７篇 有 效 文 献。然 后 运 用Ｉｔ－

ｇＩｎｓｉｇｈｔ软件分析文献主题、关键词、发文作者及

院校情况，绘制了素质教育研究的知识图谱。

一

研究文献数量与大学素质教育发展历程呈现

强烈正相关，清晰揭示了素质教育起步、井喷式发

展、平稳有序发展的三个阶段及其特点。大学素

质教育文献数量按年度分布情况，根据论文数量

的时序变化可以揭示出大学素质教育发展历程的

三个阶段及特点。

一是１９９９年之前，素质教育研究文献数量较

少，但作者层次颇高，显示素质教育自上而下推动

特征。数据显示１９９９年之前大学素质教 育 论 文

每年只有五六篇、十多篇，１９９８年快速增长至４１
篇。这一时期正是以文化素质教育为切入点和突

破口的素质教育在大学的起步阶段，１９９５年教育

部（时称国家教委）发出的《关于开展大学生文化

素质教育试点工作的通知》和１９９８年教育部《关

于加强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的若干意见》，正式吹

响了大学实施素质教育的号角［１］。期间虽然论文

数量不多，但层次颇高，作者主要有教育部原副部

长周远清，大学校长杨叔子、王义遒、张楚廷，著名

学者季羡林、张岂之、潘懋元、胡显章、文辅相等都

参与其中进行讨论。这既显示了素质教育更多是

自上而下推动的特征，也说明了素质教育思想在

２０世纪八九 十 年 代 提 出 时 曾 引 起 众 多 著 名 学 者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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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大学素质教育开始进入

迅猛发展阶段，素质教育论文数量呈现出井喷式

增长。１９９９年颁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无疑将素质

教育推向了高潮。“素质教育、文化素质教育”从

无人知道到家喻户晓，迅速在教育界乃至全社会

引起强烈反响并得到普遍认同。这一时期的大学

素质教育研究也颇为繁荣。１９９９－２００２年，论文

数量呈现出 井 喷 式 增 长，２０００年 达 到 最 高 峰，一

年发表１１６８篇，４年间发表大学素质教育论文数

量 占 ２４年（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论 文 发 表 总 量 的

３５％。该阶段也正是大学素质教育实践最为活跃

的时期，论文作者既有众多的教育研究学者，还有

很多大学校长、教务处和团委等素质教育实践部

门的管理者。这一期间中国社科引文索引数据库

论文数量高于中国知网数据库，说明教育类Ｃ刊

大多都在关注大学素质教育主题，论文的总体质

量、发表刊物层次都呈现出高水平、高层次。

三是２００３年 之 后，素 质 教 育 研 究 趋 向 于 平

稳，大 学 素 质 教 育 进 入 各 高 校 自 主 探 索 阶 段。

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间，每 年 发 表 的 论 文 数 量 趋 于 稳

定，年均基本保持在五六百篇，占比２４年论文发

表总量的５％－６％。相应地这一时期，各高校的

素质教育实践由２０００年前后的“轰轰烈烈”逐步

走向平稳有序发展，各大学普遍形成了第二课堂

的素质教育活动，开设了第一课堂的“通识教育选

修课”（有的称作“文化素质教育选修课”），一些高

校还开始探索“通识教育基础上的宽口径专业教

育”本科培养模式［２］。这一时期，教育部很少再以

文件形式具体指导大学的素质教育工作，各大学

的素质教育进入自主探索阶段。不论是加强通识

教育核心课程建设，还是举办通识教育人才培养

实验班，更多是高校的自主行为。

二

关键词时序变化及词频聚类分析揭示素质教

育和通识教育形成两个研究中心，围绕这两个中

心形成了热点研究内容关联地图。关键词作为研

究文献的主题，最能简明扼要地概括论文的主要

研究内容，进而揭示大学素质教育的研究热点及

主要内容变化。

首先，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知网数据库和

中国社科引文索引数据库关键词的统计分析均表

明，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出现频次最高，形成两个

热点研究中心，素质教育已经成为大学教育改革

发展的主旋律。

中国社科引文索引数据库关键词聚类分析显

示，与素质教育相关联的关键词有１９个出现频次

较高，位居前列的有素质教育（出现３５２２频次）、

通识教育（４６８）、高等教育（３２３）、教育改革（２８４）、

信息素质教育（１８３）、人才培养（１７０）、文化素质教

育（１６７）、人文素质教育（１０１）等。同样，对中国知

网数据库的论文进行关键词聚类统计，也发现如

下特征：“素质教育”关键词出现３８５５次，高居榜

首；“通识教育”关键词出现８０５次，位居第二。

进一步对１９９２—２０１５年间中国知网数 据 库

的研究文献关键词进行了时序变化分析，结果发

现（如表１所示），２４年间关键词主要聚合在素质

教育、通识教育、大学生、文化素质教育四个密切

关联 的 概 念 上，但 出 现 频 次 的 时 序 略 有 变 化。

１９９７年之前，出现频次最高的关键词是通才教育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曾 被 翻 译 为 通 才 教 育、普 通

教育等，２０００年 之 后 才 逐 渐 固 化 翻 译 为 通 识 教

育）。笔者认为，这与改革开放以来，针对我国长

期形成的专才培养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学者们

比较注重介绍西方的“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不无关

系。自１９９８年至今，“素质教育”一直稳居该研究

领域之首。这足以说明，素质教育作为富有中国

特色的教 育 思 想 已 经 成 为 学 界 研 究 和 关 注 的 热

点，并引领着大学教育改革发展方向。通识教育

自２００４年频次逐渐增加，说明从西方借鉴而来的

通识教育也日益受到关注，素质教育开始学习借

鉴西方通识课程建设经验，由第二课堂逐渐向第

一课堂深入。

其次，论文关键词聚类分析表明，大学素质教

育研究内容分布广泛，特别集中的研究领域依次

为文化素质教育、创新能力、身心素质、思想道德

素质。分析中国知网数据库大学素质教育论文关

键词，选取频次＞４０的 关 键 词５０个 进 行 聚 类 分

析，发现如下特征：５０个关键词与素质教育、通识

教育均有或强或弱的关联，涉及德育、美育、体育、

人文教育、创新创业、课程及教学改革、专业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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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模式、高职院校等内容，再次说明素质教育、

通识教育内涵的丰富包容，教育内容的广泛多彩，

实践路径的丰富多样。

大学素质研究的知识图谱显示，与素 质 教 育

呈现强关联的关键词主要集中在大学生、文化素

质教育、教学改革、高校、应试教育、创新等，说明

大学生作为素质教育的主体倍受关注，文化素质

教育、创新能力培养作为大学素质教育的突破口

和最核心能力受到重视，克服应试教育弊端、加强

素质教育已经成为高校教学改革的重要推动力。

表１　中国知网数据库大学素质教育文献

关键词按时序变化情况（１９９２—２０１５）

年份 关键词排名１
（出现频次）

排名２
（出现频次）

排名３
（出现频次）

１９９２年 通才教育（４） 办学标准（１） 办学思想（１）

１９９３年 通才教育（４） 成人中专（１） 高等工程教育（１）

１９９４年 通才教育（６） 爱国主义教育（１） 办学自主权（１）

１９９５年 通才教育（５） 人才培养（３） 专才教育（２）

１９９６年 通才教育（３） 博雅教育（２） 专才教育（２）

１９９７年 通才教育（１１） 素质教育（８） 专业设置（３）

１９９８年 素质教育（３４） 通才教育（９） 人才培养（５）

１９９９年 素质教育（８５） 大学生（１０） 通才教育（１０）

２０００年 素质教育（３０３） 高等教育（１５） 知识经济（１４）

２００１年 素质教育（２６０） 大学生（９） 高等教育（９）

２００２年 素质教育（２２４） 大学生（８） ＷＴＯ（７）

２００３年 素质教育（２０２） 大学生（１４） 高等教育（９）

２００４年 素质教育（１６３） 通识教育（１１） 大学生（９）

２００５年 素质教育（１６８） 通识教育（１７） 大学生（１４）

２００６年 素质教育（１８１） 通识教育（２３） 大学生（１８）

２００７年 素质教育（１７０） 通识教育（５０） 大学生（１６）

２００８年 素质教育（１６７） 通识教育（４０） 大学生（１８）

２００９年 素质教育（１９２） 通识教育（５１） 高职院校（１５）

２０１０年 素质教育（１３３） 通识教育（６９） 大学生（１４）

２０１１年 素质教育（４６） 通识教育（１５） 文化素质教育（１５）

２０１２年 素质教育（４４） 通识教育（２０） 教育改革（１６）

２０１３年 素质教育（３３） 通识教育（１６） 文化素质教育（１５）

２０１４年 素质教育（４１） 通识教育（１４） 文化素质教育（１４）

２０１５年 素质教育（２６） 通识教育（１８） 博雅教育（１４）

注：每年选取了当年词频统计位于前三位的关键词。

我们把关键词及其出现频次进行归类（见表

２），发现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关注的主要内容如下：

文化素质教育出现频次居于首位，累计达５９４次，

主要研究内容集中在人文教育和人文精神、艺术

教育与美育等方面。这与文化素质教育实践内容

比较吻合，下一步建议加强对中国传统文化教育

的研究。创新能力研究紧随其后，成为素质教育

研究的第二热点，且与素质教育关联性极强。身

心素质研究居中，且偏重于体育教学，心理素质研

究相对较少［３］。业务素质研究不多，相 应 地 反 映

在 实 践 中 如 何 在 专 业 教 育 中 渗 透 素 质 教 育 思

想———这一薄弱环节亟待加强。思想道德素质作

为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文献最少，

这一现象应该引起注意，特别是全国高校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的召开为加强大学素质教育指明了方

向，应该将思想道德教育作为素质教育最重要的

组成部分予以高度重视。

表２　中国知网数据库大学素质教育论文关键词聚类统计表

类别（合计频次） 关键词（出现频次）

素质教育（３９１９） 素质教育（３８５５）、素质（６４＊＊＊）

思想道德素质（１３７）
思想政 治 教 育（４３）、德 育（４３）、道 德 教 育
（１８）、立德树人（７）、思想道德素质（７）、道德
修养（４）、德育教育（４）、思 想 素 质（４）、思 想
品德（４）、德性教育（３）

文化素质教育（５９４）

文化素质教育（１８３）、校园文化（４１）、人文教
育（４３）、人文精神（５０）、艺术教育（７１）、美育
（４５）、音乐教育（４６）、文化素质（３４）、审美教
育（１９）、传统文化（１４）、人文素养（１３）、人文
素质教育（１１）、公共艺术教育（８）、音乐艺术
（５）、人文主义（５）、大 学 文 化 建 设（３）、高 校
艺术教育（３）

业务素质（１４７） 专业教育（１０６）、现代教育技术（２２）、信息素
养（１９）

创新能力（５６８）
创新 教 育（８６＊＊＊）、创 新 能 力（６４＊＊
＊）、创新（６７＊＊＊）、创 新 人 才（４７）、创 新
精神（３０）、创新思维（１３）、批判性思维（１１）、
创造性思维（１０）、创新意识（９）

身心素质（２６３）
体育教学（７８＊＊＊）、高 校 体 育（４１）、体 育
（４１）、学校体育（５１）、心理健康（１８）、心理素
质（１６）、心理健康教育（１１）、大学体育（７）

其他

大学生（２５９＊＊＊＊＊）、高 校＋高 等 学 校
（１４５＋４６＊＊＊＊）、高 等 教 育（１５６＊＊
＊）、教学 改 革（１４８＊＊＊＊）、应 试 教 育
（１２５＊＊＊＊）、高职院校（８３＊＊＊）、改革
（７０＊＊＊）、高校图书馆（６１＊＊＊）

　　注：选 取 频 次＞２的 关 键 词 进 行 聚 类，＊表 示 该 主 题 词 与 素

质教育的关联程度。

最后，对论文关键词通识教育的聚类 分 析 表

明，与通识教育研究密切关联的有通识课程、课程

体系、教学改革、专业教育等。通识教育研究（见

表３）显示强 关 联 的 是 专 业 教 育、通 识 课 程、教 学

改革、博雅教育等，充分显示了通识教育的强项在

课程建设。由此也可以看出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

两个概念之间的区别：前者更强调针对应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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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教学改革，提高大学生的综合素质；后者与专

业教育相对应，更注重课程体系改革、通识课程建

设。已有文献对通识课程设置研究较多，对课堂

教学及教学方法也开始关注，但对教学效果、大学

生学习研究较少，尤其缺乏实证性的调查分析。

表３　中国知网数据库大学素质教育论文

关键词通识教育聚类统计表

类别（合计频次） 关键词（频次，关联度）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１００１） 通识教育（８０５）、通才教育（１９６）

Ｌｉｂｅｒ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２１８） 自由教育（１１５）、博雅教育（１０３＊）

课程与教学（６６１）

教学改革（１４８）、通 识 课 程（１４６＊）、
课程设置（７２）、课 程 改 革（６０）、课 程
体系（５９＊）、课 堂 教 学（５１）、教 学 模
式（４３）、教 学 方 法（４１）、教 学 质 量
（１１）、研 究 性 学 习（１３）、教 学 效 果
（９）、自主学习（８）

其他 专业教育（１０６＊＊＊）、
大学（７４＊＊）

注：选取 频 次＞２的 关 键 词 进 行 聚 类，＊表 示 该 主 题 词 与 通 识 教

育的关联程度。

　　 三

作者及院校、期刊发文数量的统计分析表明，

发文较多的作者主要是发起和推动素质教育的前

辈以及教育研究者，发文较多的院校主要集中在

教育学科力量较强的几所大学。首先，从作者发

文情况看，表４列出了中国知网数据库和中国社

科引文索引数据库中大学素质教育研究发文数量

排名前１５名的作者，不难发现，最有影响力的作

者包括三类群体：一是１９９０年代倡导和推动大学

素质教育的领导者和管理者，如周远清、杨叔子、

张岂之、王义遒、胡显章、张楚廷等，他们的论文集

中探讨了素质教育的内涵、意义及实践路径等，对

推动素质教育产生很大影响。如今大都被聘为中

国高教学会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顾问，依然积极

参与素质教育研讨交流活动。二是从事教育研究

的学者，如顾明远、徐辉、汪霞、余东升、庞海芍、李

曼丽、沈文钦、张亚群等，研究主题由素质教育扩

展到 通 识 教 育、博 雅 教 育，尤 其 是 对 通 识 教 育 内

涵、通识课程的研究产生了一定影响力。其中一

些中青年学者已被聘为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学术

委员，发挥着重要的智库作用。此外，近年来教育

学专业研究生以素质教育、通识教育作为毕业论

文选 题 的 人 数 增 多，也 是 一 个 重 要 的 作 者 群 体。

三是现任高校的领导和管理者，他们处于素质教

育实践的第一线，如周建松对高职院校的素质教

育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与１９９０年代相比，

现任大学领导和管理者尚没有形成有影响力的群

体。来自大学素质教育实践一线如教务处、学生

事务部门、通识课程教师的高质量论文数量偏少，

或者昙花一现，没有形成集中、持久的影响力。

其次，从院校发文情况看，统 计 显 示，大 学 素

质教育研究发文最多高校有两类：一是以北京师

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为代表的师范类高校，拥有

教育学科博士点和硕士点，教育研究实力雄厚；二

是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浙江大

学、南京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大都具有较强的综合

实力，大学本身走在素质教育、通识教育实践的前

沿，发挥着引领作用。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清

华大学的文化素质核心课程建设、华中科技大学

的人文讲座、浙江大学的求是学院、南京大学的本

科培养三三制改革等。校际之间有一些合作，但

总体来看合作发文数量不多。２０１１年以来，中国

高教学会 大 学 素 质 教 育 研 究 会 每 年 举 办 高 层 论

坛、征集论文、出版论文集，凝聚了一批管理者和

研究者，今后可以在开展合作研究、产生高水平学

术成果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最后从发文期刊情况看，按照年度对 中 国 社

科引文索引大学素质教育文献发表数量每年排名

前三的期刊进行统计（见表５），结果显示共有１７
份期刊榜上有名，其中《中国高等教育》《中国高教

研究》《教育发 展 研 究》《江 苏 高 教》《中 国 大 学 教

学》《教育评论》等成为大学素质教育研究的重镇，

发表论 文 数 量 高 居 前 列。近 几 年，《中 国 高 教 研

究》《高校教育管理》《高教发展与评估》等杂志开

辟专栏发表素质教育、通识教育论文。美中不足

的是，目前我国大陆还没有素质教育研究的正式

专刊，仅有几本关于素质教育和通识教育的内部

刊物，如大学素质教育研究会主办的《大学素质教

育学刊》、复旦大学主办的《复旦通识教育评论》、

湖北大学主办的《通识教育研究》等。香港和台湾

有三本通识教育研究的专刊，分别是香港中文大

学主办的《大学通识》，台湾通识教育学会主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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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在线》和《通识教育学刊》。
表４　１９９２—２０１６年大学素质教育论文

作者发文情况（按作者发文数量排序）

中国知网数据库 中国社科引文索引数据库

排名 作者姓名 所在单位 作者姓名 所在单位

１ 杨叔子（１７） 华中科技大学 杨叔子 华中科技大学

２ 王义遒（１３） 北京大学 张岂之 西北大学

３ 张楚廷（１０） 湖南大学 周远清 清华大学、教育部

４ 庞海芍（１０） 北京理工大学 王义遒 北京大学

５ 沈文钦（９） 北京大学 张楚廷 湖南大学

６ 陈向平（８） 常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李曼丽 清华大学

７ 汪霞（８） 南京大学 余东升 华中科技大学

８ 冯慧敏（８） 武汉大学 张大均 西南师范大学

９ 乐毅（７） 复旦大学 胡显章 清华大学

１０ 王晨（７） 北京师范大学 彭奇志 江南大学图书馆

１１ 谷建春（７） 长沙大学 周济 教育部

１２ 金丽（７） 广西民族学院 顾明远 北京师范大学

１３ 余东升（６） 华中科技大学 徐辉 浙江师范大学

１４ 顾明远（５） 北京师范大学 汪霞 南京大学

１５ 周建松（５） 浙江金融职业学院 张亚群 厦门大学

　　
表５　中国社科引文索引大学素质教育文献发表期刊统计情况

年 份／
期 刊 发
文 总 数

前 三 名 期 刊
（发 文 篇 数）

年 份／
期 刊 发
文 总 数

前 三 名 期 刊
（发 文 篇 数）

年 份／
期 刊 发
文 总 数

前 三 名 期 刊
（发 文 篇 数）

１９９８／
４０４

中 国 教 育 学
刊（２８）
教 育 评 论
（２４）
课 程·教 材
·教 法（２２）

１９９９／
５８３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３３）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３１）
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２７）

２０００／
７０１

中 国 高 教 研
究（７９）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５０）
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４３）

２００１／
４６２

中 国 高 教 研
究（４７）
教 育 评 论
（３０）
江 苏 高 教
（２１）

２００２／
４５５

中 国 高 教 研
究（４１）
教 育 评 论
（３１）
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２０）

２００３／
３１３

上 海 教 育 科
研（３５）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２４）
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１６）

２００４／
２４７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１８）
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１４）
江 苏 高 教
（１２）

２００５／
２７２

开 放 时 代
（２３）
中 国 教 育 学
刊（２２）
江 苏 高 教
（１８）

２００６／
２２８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２５）
中 国 教 育 学
刊（１６）
江 苏 高 教
（１２）

２００７／
２１９

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２０）
江 苏 高 教
（１４）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１０）

２００８／
１５３

教 育 理 论 与
实 践（９）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９）
江 苏 高 教
（８）

２００９／
１５３

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１１）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１１）
中 国 教 育 学
刊（１１）

２０１０／
１７１

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１７）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１２）
江 苏 高 教
（１０）

２０１１／
１５５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１２）
教 育 发 展 研
究（９）
教 育 研 究
（８）

２０１２／
１２８

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１６）
教 育 研 究
（１０）
高 教 探 索
（６）

２０１３／
１１９

中 国 大 学 教
学（１３）
中 国 高 等 教
育（９）
江 苏 高 教
（８）

２０１４／
８６

图 书 情 报 工
作（５）
大 学 教 育 科
学（４）
高 等 教 育 研
究（４）

２０１５／
５２

中 国 高 教 研
究（１２）
美 术 观 察
（１０）
江 苏 高 教
（４）

　　

四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中 国 的 教 育 改 革 进 程［４］，

从１９８５年邓小平同志在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上提出“劳动者的素质”、１９９４年中共中央关于学

校德育工作的文件第一次正式使用“素质教育”；

到１９９９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２０１０年《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提出

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发展改革的战略主题，素质

教育始终像一条红线贯穿其中，大学素质教育研

究也一直呈现出活跃景象。十八大以来，习近平

的系列重要讲话、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的

召开、国务院关于统筹“双一流”建设的方案，以及

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相关文件，都和素质教

育密切相关，也为大学素质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

通过大学素质教育研究文献的计量 分 析，进

一步揭示了素质教育研究的特点和规律以及存在

的不足。面向未来，我们一是要加强素质教育的

思想体系和实践路径研究，使素质教育、通识教育

内涵丰富而不杂乱，内容多元而有章法，形成对高

等学校素质教育实践更具指导价值的理论研究成

果。二是要注重与时俱进，拓展素质教育的研究

视野，弥补已有文献的短板，把中国传统文化作为

文化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加以重视；继续关注大

学生的创新能力培养，同时把思想道德素质和身

心素质作为大学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研

究；加强对通识课程教学、大学生学习效果的实证

研究等。三是要借助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大学素质

教育研究分会等学术交流平台，加强素质教育理

论研究与实践探索之间的结合，加强作者以及院

校之间的合作研究，加强教育研究者和教育管理

者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培养更多富有影响力的大

学素质教育领导者和管理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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