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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在科技的发展中发挥了直接和间接性的基础作

用。首先，教育直接参与科技知识的生产。知识是教育的

介体，也是科研的原料。科学研究是高等教育的职能之

一，高等教育通过专门的科研活动生产创造出各专业领域

新的科学知识。正如伯顿·克拉克所说，“当我们把目光

投向高等教育的‘生产车间’时，我们所看到的是一群群

研究一门门知识的专业学者”。其次，教育为科技知识的

传播和传递搭建了平台。教育从诞生之初就是一项传授知

识的活动，教育能够通过系统化、体系化的课程和教材体

系促进古今中外科技知识和经验的传播和传递，为科技创

新积累前期知识经验。再者，教育为科技发展提供源源不

断的科研力量。教育通过培养高素质的顶尖科研人才为科

技发展提供主体力量。

教育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培养人的一种社会

实践活动，人才培养是教育的本体性职能。各级各类教育

能够通过传授知识和技能提高国民文化素质，促进全社会

文明水平的提高，发掘和丰富人的潜能，促进人德智体美

劳各方面全面发展，最终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实现和发挥个

人价值。

2、科技是教育和人才事业发展的动力

科技是帮助人们认识和解释自然世界和社会现象并

指导实践的一种工具。科技是在社会发展中起创造性、动

力性的因素，能够为教育和人才的发展提供动力支撑。科

技之于教育发展是重要的推动力，一方面，科学研究为教

育提供教学内容。通过科学研究能够不断探索发现新的知

识，为教育教学内容提供源源不断的最新素材，促进教育

教学质量的提升，使教育教学保持先进性。另一方面，科

技以变革教育模式的方式反哺教育发展。新兴的科学技

术，如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有利于更新教育教学设备，改

善知识呈现方式，提升教育教学效能，促进教育数字化的

发展，同时科技对信息的及时传输有利于促进不同区域教

育资源的共享，减小不同区域间的教育发展差距，进一步

实现教育公平。此外，各级学校教师参与教育领域的科研

能够为教育自身的发展提供反思性审视，及时发现弥补教

育中存在的问题从而促进教育事业的发展。科研为人才的

成长提供机会，搭建锻炼的平台。科研人员经过艰苦的科

研发现和探索，使自己掌握了新的科学知识，提升了科研

能力和本领，同时以自己的科研劳动推动科技创新，是对

自身能力和价值的认可，能够让科研人员获得自我价值实

现的满足感和幸福感。

3、人才是教育和科技事业发展的支撑

在教育、科技和人才三大领域中，人才是主体性、关

键性的因素。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才是第一资源。国

家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在于人。”人才是科技创新的主

体、是人才战略的根基，离开了人才支撑，科技也就无从

谈起。科技进步需要大批优秀有创造力的高素质人才去实

现，人才是具有增值潜质并能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一种

要素和独特资源。人才是科学研究的主体。各种类型的科

研无论是基础研究还是应用研究，无论是人文社科类研究

还是自然科学的研究都必须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依托。

人才的水平影响制约着科技发展的水平，同时人才也是科

技发展的落脚点，科技的根本出发点和宗旨也在于提升人

改造社会实践的潜能，这与人才发展的目标是一致的。

人是教育活动的对象，只有通过人，教育的效用才能

得以发挥。人才是素质教育的出发点，一大批高素质的人

才作用于社会实践活动的效果又是检验教育初心和宗旨的

最好证明。教育的发展同样也需要人才资源的支撑。教育

主要由教育者、学习者和教育影响三个要素构成，而这其

中教育者和教育影响这两大要素都需要人才的参与。教师

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教育发展需要一支高素质专业化

的教师人才队伍。只有高素质的教育者才能为学习者提供

高质量的教育影响。人才在教育和科技发展的过程中发挥

着纽带的作用。教育通过高素质的人才培养为科技发展提

供智力支持，掌握先进科学知识的人才从事教育活动来促

进科学知识的进一步传承和创新。

统筹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的具体路径

推进教育、科技和人才一体化关键在于形成三者协调

发展的共同体，发挥出整体效能。只有建立了共同体才能

够步调一致，融合发展。而共同体的建立又需要统一的目

标、协同运行的体制机制和一体化的成效评价体系这几项

要素的支撑。

1、突出建设强国的目标导向

教育是人才的供给侧，人才是科技的供给侧，科技

是经济的供给侧，三者共同支撑高质量发展和社会主义现

代化强国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战略具有

明显的价值相通性和目标趋同性，因此经济社会高质量发

展和国家富强的总目标为三者一体化发展奠定了价值基

石。在教育、科技和人才各项事业发展的过程中要以国家

的重大战略需求为中心，共同谋划，同向发力。一是在教

育领域要完善中小学科学教育相关配套设施，强化科学教

育教师队伍建设。构建与技术创新相适应的学科动态调整

机制，围绕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和产业领域，

及时增设相关专业，加快更新专业知识体系，探索构建

前沿性、学科交叉型、问题导向型的课程体系。围绕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人才需求，强化战略人才和急需紧缺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