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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是一次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具有里

程碑意义的重要会议，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高

屋建瓴、催人奋进，为教育事业的未来发展擘画了新的

蓝图。习近平总书记聚焦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

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围绕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来回答和破解这一

问题，强调要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全面贯彻党的教育

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

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立 足 新 时 代 ， 培 养 德 智 体 美 劳 全 面 发 展 的 社 会 主

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必须坚持“五育融合”的育人方式。

“五育融合”以“五育并举”为根基，是在“五育并举”

的基础上丰富完善，转型建立起来的。“五育并举”强调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改变过去以智育、德育为单一评

判标准的局面，倡导各育之间平衡、充分、全面。“五

育融合”聚焦于人的全面性和整体性发展，通过实现德

育、智育、体育、美育、劳育的相互渗透与连接，培养

全面发展的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五育融合”的历史审视

“ 五 育 融 合 ” 的 演 进 历 史 ， 可 追 溯 至 百 年 前 ， 严

复 、 梁 启 超 等 人 基 于 对 国 家 命 运 、 民 族 危 机 的 深 刻 认

识，在广泛吸收西方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鼓民力

（体育）、开民智（智育）、新民德（德育）的主张，

这 一 主 张 也 成 为 我 国 “ 三 育 并 举 ” 的 发 端 。 1 9 0 6 年 ，

《教育杂志》发表王国维的《论教育之宗旨》一文，文

中 提 出 ， “ 教 育 之 事 亦 分 为 三 部 ： 智 育 、 德 育 （ 即 意

志）、美育（即情育）是也。三育并行而得渐达真善美

之理想，又加以身体之训练，斯得为完全之人物，而教

育之事毕矣。”[1]王国维从个体发展角度出发，认为教育

应该是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并行。自此，“四育

并行”的教育目的走上历史舞台。1912年，时任教育总

长的蔡元培提出了“五育并举”的主张，他指出，“五

者，皆今日之教育所不可偏废者也。军国民主义，实利

主义，德育主义三者，为隶属于政治之教育。世界观、

美育主义二者，为超轶政治之教育。”[2]蔡元培通过中西

文化的比较，深刻剖析了国家命运和社会危机，以培育

自由且和谐的社会公民为目标，为我国教育发展奠定了

扎实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新 中 国 成 立 后 ， 关 于 教 育 目 的 的 论 述 不 断 。 1 9 5 7

年，毛泽东同志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

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

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3]1998年，江泽民同志

提出，“造就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

新人，需要培育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事业建

设者和接班人。”[4]此后，党的十六大报告至十九大报告

中，都一直沿用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论述。直至2018年

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努力构

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将劳动教育提升到

与德智体美四育同等重要的地位。2019年6月，《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印发，

坚持“五育并举”的育人方式被明确提出。2022年3月，

“五育融合”的历史审视、时代价值与行动逻辑
 李东方　张　鹤

“五育融合”育人方式是新发展阶段我国育人方式的转型，顺应了时代发展和人才培

养的需要。“五育融合”经由“三育并举”“四育并行”和“五育并举”演进而来，具有

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一方面有利于个体层面实现自身价值，另一方面能够促

进社会培养全面发展的时代新人。推行“五育融合”育人方式，应制定全面融合发展的方

案、构建核心素养导向的课程、提升教师融合教学的能力、建立融合共建的教育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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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陕西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陕西省义务教育质量监测体系构建研究”（项目编号：2022P030）

◎2022年陕西乡村基础教育研究课题“陕西推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研究”（项目编号：SXJY202201）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2022年青年课题“‘双减’政策下‘五育融合’的实现路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22QN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