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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育人重在推行“三个转变” 

台秀珍 

（河北工程大学 组织部，河北邯郸 056038） 

[摘  要]实践育人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质量人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对高校来说，实

践育人要取得实效，重在推行“三个转变”：从封闭教育向开放教育转变、从知行脱节向知行合一

转变、从对大学生的终极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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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育人是深入实施素质教育、培养高质量人

才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尤其是在高等教育大众化

的今天，人才供给的类型、层次、结构日益多样化，

实践育人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如何

推进实践育人、切实提高实践育人质量，是每一个

高校教育工作者应该思考的问题。笔者以为，实践

育人重在推行“三个转变”：从封闭教育向开放教育

转变、从知行脱节向知行合一转变、从对学生的终

极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转变。 

一、从封闭教育向开放教育转变，是推进实践
育人的前提 

实践育人作为一种教育理念，其本质是通过实

践教育活动帮助学生将接受理论教育获得的知识转

化为能力。也就是说，实践教育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都是重在提升学生的能力和综合素质，而这是传统

教育不易做到的。传统教育是封闭的，即在固定的

时间、固定的地点内完成固定的教育内容。它不仅

在教育时间、教育空间和教育内容上是封闭的，而

且在师生关系上也是封闭的。在这种教育模式下，

教育活动是围绕着教师、教室、教材来转的，学生

发挥主观能动性的机会很少甚至没有，即使有也仅

限于课堂回答老师提问或组织一个小型的课堂辩

论，也只能称作“纸上谈兵”，距离“实践育人”这

一教育理念相差太远。开放教育则完全体现了“实

践育人”的理念，实现了教育时间、教育空间和教

育内容的全开放，在教育时间上实现了从课内向课

外的延伸，在教育空间上实现了从教室向图书馆、

实验室、教学实践基地等场所的拓展，在教育内容

上实现了从教材向最新的参考资料、影像资料等的

扩充，就连师生关系，也不再是单向的“教与学”、

传道与受众的关系，而是共同参与到某种实践项目

中、某个活动场景中，是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关

系，师生之间更平等、更具有交互性，在这种开放

教育体系的培养下，学生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

能力、适应社会团结合作的能力、自主创新创业的

能力等不断提升。 

开放教育的推行，需要一个师生相互适应的过

程。大学生在长期的应试教育的“熏陶”下，已经

习惯于老师的“喂食”模式，即老师讲什么，学生

就听什么，缺乏对“食物”的质疑、思考和实践，

而质疑、思考是创新的关键。孔子说“疑是思之始，

学之端”，陆九渊也曾说“为学患无疑，疑则有进，

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如果质疑、思考和实践

能力欠缺，就会与新时期高校培养具有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越来越远。开放教

育则要让学生由被动的被“喂食”变为主动的去“觅

食”，这就需要老师的授课应像介绍一道美味的佳肴

一样，告诉学生这道菜如何有营养、如何对身体有

益，使学生垂涎三尺，再告诉学生这道菜需要哪些

食材、如何烹调，学生就会按耐不住跃跃欲试的心

情，下课后就会迅即走进实验室付诸于行动，为自

己准备这道美味佳肴，一旦佳肴上桌，也就意味着

知识通过实践转化成为能力。这种“觅食”的过程，

就是一个对理论知识学习、思考、实践转变为能力

的过程，也完全体现了“实践育人”这一教育理念

所蕴含的真谛。因此，可以说，从封闭教育向开放

教育的转变，是推进实践育人的前提条件。 

二、从知行脱节向知行合一转变，是推进实践
育人的关键 

关于知与行，我国古人有很多经典论述。《论语》

开篇有言：“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陆游说“纸

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王夫之进而认为

“躬行乃启化之源”，朱熹则在总结读书之法中强调

要“切己体察，身体力行”，梁绍任更是说出了我们

现在人尽皆知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等等。这

些精辟的论述都强调了实践在认知中的重要作用，

但遗憾的是，这些古代精华并没有被我们现代人所

传承，尤其是被大学教育所继承。长期以来，我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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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中小学教育走不出应试教育的怪圈，而大学教育

则陷入知识教育的泥沼难以自拔。重知轻行、理论

脱离实践，一直成为大学教育难以根除的痼疾，要

改变这种现状，必须树立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将

“坐中学”转变为“做中学”，达到知行合一。 

知行合一强调，“知”是基础，贵在“行”，只

“知”不“行”， 等于无知。中国工程院院士、享

誉世界的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曾说：“书本很重

要，电脑很重要，但书本和电脑都种不出水稻。”也

就是说，积累的知识再多，如果不结合实践加以运

用，也只能停留在书本上、记忆中，提升不了能力，

也转化不成生产力。英国哲学家培根说“知识就是

力量”，这里的知识显然是指知识在得到运用并解决

了实际问题之后，才显示其强大力量的，这种力量

也就是拥有知识的人所得到的能力。实践育人的根

本理念就在于提高人的各种能力，并把这种能力内

化为素质，因此，能否做到知行合一就成为大学推

进实践育人的关键所在。现阶段，各高校都在探索、

尝试如何去推进实践育人，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

智，有的高校也确实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却也

难免走进了另一个误区，表现之一就是以机械地减

少理论课的学时数来增加实践学时数，造成一种“实

践表面化”的现象，甚至有的是换汤不换药，让实

践停留在“听”实践、“看”实践、“抄”实践阶段，

这与实践育人的核心要义相比，只能算是“貌合神

离”。要大力推进实践育人，必须切实树立实践育人

的理念，贯彻知行合一的原则，有机统一理论教学

和实践教学，处理好生产性实践育人与非生产性实

践育人、校内实践育人与校外实践育人、集中实践

育人与分散实践育人的关系，充分调动大学生自主

开展实践教育活动的积极性，在实践活动中提升大

学生的综合能力，提高学校实践育人的整体水平。 

三、从对大学生的终结性评价向发展性评价转
变，是推进实践育人的保障 

传统的对大学生的评价方式是以考试为主，以

记忆性的书本知识为主要内容，侧重定量分析，注

重最终结果，这种“一考定终身”的终结性评价，

其实仍然是应试教育的附产品。实践育人作为深化

素质教育的重要一环，更加关注大学生的个性培养，

强调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个人潜能，让大学生花更多

的时间走出课堂自主学习与素质拓展，其本质是提

高大学生的能力，而这种能力是多样化的，包括实

践动手能力、独立运用知识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

力、适应社会团结合作的能力、自主创新创业的能

力，等等，对这些能力的评价单靠一次期末考试来

进行评价，不仅是不合理的，而且远远达不到真正

的评价目的。 

与实践育人的教育理念相适应，对大学生的评

价应以促进学生发展为目标，应该是多样化、个性

化的，应能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在不同

学习情境下，考查学生掌握知识和应用知识的水平

和能力，这种形成性的评价就是发展性评价。它强

调评价内容的多元化，注重考察学生综合素质的发

展，关注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发展，对学生

在学习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情感、学习策略、合作

精神等因素进行全面的综合评价，而不仅仅是关注

学生的学业成绩。这种评价方式更能注重学生的差

异性，注重学生个体发展的独特性，能激励学生发

挥多方面的潜能，发挥其智能强项。因此，要真正

推进实践育人，切实提高高校培养人才的质量，必

须转变对大学生的评价方式，即从终结性评价向发

展性评价转变，这是决定高校实践育人能否真正取

得实效的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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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ortance of “the three changes” in cultivation through practice 

TAI Xiu-z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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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ultivation through practice is very important to implementing quality education and training high 
quality talents. In order to obtaining efficiency for cultivation through practic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ould 
achieve three changes, that is, from closed education to open education, from knowledge-action separation to 
knowledge-action unity, from ultimate evaluation to developmental evalu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ultivation through practice; knowledge-action unity; college stud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