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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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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从“德智体”到“德

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的变化,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是对我国全面发展教

育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只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德智体美劳” 这一教育话语才能具有对

教育现实的解释力与实践力,才能真正拥有指导教育改革发展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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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性质的

重要体现,也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 2018 年全

国教育大会提出,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

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1],“德智体美劳”这一

教育话语正式在国家教育方针层面得以确认。 习近

平 2016 年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就曾指出:
“发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作用,要注意加强话语体

系建设。 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我们应

该最有发言权,但实际上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

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

的境地。 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

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

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 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

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

念。” [2]话语体系建设十分重要,它“蕴含着一个国

家的文化密码、价值取向、核心理论,决定其主流意

识形态的地位和国际话语权的强弱。 话语和话语体

系为话语权服务,是话语权的基础” [3]。 “人的全面

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范畴,也是教

育学科的核心话语,“德智体美劳”是全面发展教育

话语体系的最新表述。 研究这一话语体系,对教育

理论建设和教育实践发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一　 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建设的意义

理论思维以语言来把握客观实在。 教育学科话

语体系就其表现形式来说,体现为教育学的概念与

命题体系;就其内涵来说,是一定的意识形态、价值

观念、文化旨趣等在教育领域的系统性反映。 教育

学是研究“培养人”的学问,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

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

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4] 因此,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在“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和“为谁培养人”的
问题上都是不同的。 教育学科具有鲜明的哲学社会

科学属性。 一定国家的教育实践反映在主体的意识

中,产生一定的教育问题,构成一定的理论逻辑,形
成一定的教育文化,表征为一定的教育话语。 诸如

“全面发展” “教劳结合” “立德树人”等教育话语,
既是对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总结,也对中国教育改

革发展产生重要影响。 教育话语是教育实践独特性

的最直接的理论反映,建构教育话语体系是教育理

论建设的重要突破口和落脚点。
(一)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与马克思主义教

育理论建设

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核心要旨,是如何通过

教育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实现全人类的解

放。 在马克思那里,人的全面发展问题主要是一个

政治经济学问题。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

提出分工导致人的片面发展,在《资本论》中,马克

思充分讨论了人的全面发展问题:“未来教育对所

有已满一定年龄的儿童来说,就是生产劳动同智育

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



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 [5] 这一观

点成为我国教育理论建设的重要思想依据, “生产

劳动” “智育”“体育”“全面发展”等范畴也成为我

国教育理论中的核心话语。
马克思对人的全面发展问题的探讨并非是要构

建一个教育理论体系,也没有对这几个词汇下明确

的定义。 这就带来一个问题:马克思所说的“智育”
与“体育”,与我国教育方针中的“智育”和“体育”
之间是什么关系? 有观点认为,在全面发展构成要

素中,马克思只提及智育和体育,最重要的德育反而

没说,因此是不全面的,这种观点失之简单。 马克思

论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基于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未

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这一思想主要是哲学和政

治经济学层面的思想,不能简单将其视为教育学学

科层面的思想。 不同学科即使使用同一个词汇,其
含义也不相同,“智育”和“体育”也并非就是教育学

的学科话语,一一对应的做法会造成话语的误读。
马克思讲的智育和体育,主要指基于生产劳动能力

的对人的心智发展和身体素质发展的培养,此处的

“智育”相较当前“五育”中的“智育”,内涵要宽泛

的多,实际上内在包含了德育和美育。 而“生产劳

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则属于劳动教育的范畴。
所以,构建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需要进行“话语

转换”,将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学说这一哲学经济

学层面的话语转换为教育学的学科话语。
(二)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与中国教育学

建设

就一般意义来说,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是
人类改造自身的社会实践。 作为对这一实践活动的

理性认识成果,教育学也要探究人类教育的一般规

律。 但实践总是具体和感性的,是特定国家、民族在

特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下的实践。 教育学也具有民族

性、文化性,是中国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

先进文化的统一体。 理论反映实践,但不能从实践

自发生成,中国教育学建设要树立理论自觉意识,增
强文化自信。 中国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一个核心

问题是“中、西、马”的关系问题,“确立马克思主义

的指导思想,深入教育改革与实践,立足传统文化精

神,寻求与西方理论的对话,是建设中国教育学话语

体系的基本策略” [6]。 教育话语是教育理论的呈现

方式,教育理论则是教育实践的认识成果。 全面发

展教育话语体系建设要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

方法。 这既是基于理论自洽的需要,更是唯物史观

和辩证法的内在要求。 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是建设中国教育学的关键。
确立马克思主义在教育学建设中的指导地位,

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中国化”。 全面

发展教育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教育思想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面临中国化的问题。 中国传统教育中有丰富

的全面发展教育思想,西周时期以“礼乐射御书数”
为代表的“六艺”教学和孔子的儒家私学,其教育理

念都带有一定的“全面性”。
此外,中国传统教育十分重视诗教、乐教,重视

情感的陶冶,重视知和行的统一,这些都是深具中国

特色的优秀教育资源,“学而时习之” “教学相长”
“知行合一”“修道之谓教”等传统教育话语,是中国

教育学话语体系建设的重要依托。 近代以来,西方

教育话语也深刻影响了中国教育理论的发展,如何

在借鉴西方教育思想的同时避免简单的话语移植,
也是当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这就需要以“马”为基,
以“中”为体,以“西”为用,夯实马克思主义教育思

想的理论之基,实现传统教育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与

创新性发展,借鉴人类文明中的优秀教育成果,做到

“以我为主,兼收并蓄”。

二　 我国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的形成

人的全面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没有“最”全

面,只有“更”全面。 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的变化,反映了在促进人的

全面发展上教育实践逐步深入的过程。
(一)新中国成立后的“德智体”话语体系

德、智、体三育的思想古已有之,古希腊时期的

亚里士多德就认为人的灵魂包括植物灵魂、动物灵

魂和理性灵魂,与之相对应的教育则是体育、德育和

智育。 而“德智体”在我国成为具有理论核心地位

的教育话语,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 1957 年,毛泽

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

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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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这一表述确立了新中国教育方针的核心

内容。
首先,对毛泽东“德智体”教育话语的把握,不

能脱离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教育实践,
这是“德智体”教育话语体系的实践基础。 在长期

的革命斗争中,中国共产党形成了重视政治教育的

传统,政治性、政治素质始终是中国共产党教育思想

的核心范畴,我国“德智体”教育话语具有鲜明的政

治性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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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把握“德智体”教育话语不能脱离教育方

针的整体表述,不能脱离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的教

育主张。 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有社会主义

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是“德智体”教育话语的核

心价值取向,德育、智育、体育都要为这一目标服务。
早在 1950 年,毛泽东在致马叙伦的信中提出“健康

第一,学习第二”,德育、体育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

地位高于智育。 1968 年,毛泽东更提出“学制要缩

短,教育要革命” ①的主张。 无论是发展道德、学习

知识还是锻炼身体都是基于革命的需要。 “政治挂

帅”“教育革命”日渐成为这一时期“德智体”教育话

语的主题。
(二)新时期的“德智体美”话语体系

1978 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我

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 邓小平同志提出“科学

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教育的经济功能日益受到重

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成为教育改革发展

的主题。 面对新时期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德智体”
教育话语也发生深刻变化。 一是智育的地位日渐重

要,培养科学技术人才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议题。
二是以“三个面向”和“四有新人”来统摄“德智体”
话语的内涵。

1999 年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同志提

出培养“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等全面发展的社会

主义事业建设者和接班人”的观点。 2002 年,党的

十六大报告将党的教育方针完整表述为“坚持教育

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

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关
于教育的论述被放到“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
中,属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中“先进文化”的组成

部分。
2010 年,胡锦涛同志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提

出,“教育是国计,也是民生”,“推动教育事业科学

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这次全国教育工作会

议在“科学发展观”和“以人为本”理念下重申了十

六大报告确立的党的教育方针。 党的十八大报告中

则将教育放到“民生”方面来阐述,对教育在国家经

济社会发展中的定位做了明确规定。
(三)新时代的“德智体美劳”话语体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随着社会主要

矛盾的转化,广大人民群众期盼公平而有质量的教

育。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

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把立德树

人作为根本任务”,“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

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 [1]。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是在新

的历史方位下提出的。 党的十九大提出“必须坚持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在“十四个坚持”中,更具体提

出了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人民当家作主”。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又将这一思想具体阐述为“坚
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新时代的教育改革创

新将教育的人民性提升到一个新高度,这是把握

“德智体美劳”话语体系的价值与逻辑前提。
(四)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的发展脉络

教育实践活动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重要组成

部分,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教育实践也在不断丰富

与发展,教育话语的内涵也在不断丰富发展。 人类

进入文明社会后,便出现了学校教育,也出现了

“学”“校”等教育话语。 汉武帝时期建立“太学”,
至唐代发展为“二馆六学”,官学体系空前完备,宋
代“书院”的繁盛,又使“学”的内涵更为丰富。 毛泽

东同志 1957 年提出“德智体”这一全面发展教育话

语,进入新时期,“德智体”的话语表述发展为“德智

体美”,进入新时代,“德智体美”又进一步发展为

“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教育话语内涵更为丰富

全面,其背后的动因是我国教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

展方面,实践越来越深入,成效越来越显著。
改革开放以来,全面发展的主题词从“经济”

“文化”再到“民生”, 2018 年的全国教育大会立足

国家“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
提出要全面提升服务经济社会发展能力,对教育改

革发展提出更高要求,凸显出教育在经济社会发展

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 人的全面发展的内涵也在不

断丰富,从“德智体”逐步发展为“德智体美劳”。 其

背后的宏观逻辑,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党的治国理政思想的不断发

展。 强调教育“为人民服务”,强调“以人为本”和教

育的“育人为本”,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
反映出教育方针对人民性的一贯坚持和不断发展。

三　 新时代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的思想意蕴

单就表述而言,“德智体美劳”并不是一个新名

词,教育理论界和一线教师习惯上称其为“五育”。
也可以说,“德智体美劳”是我国教育话语体系中的

重要内容。 但一个概念、范畴或一种习惯性说法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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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然成为教育“话语”,教育话语的背后是“话语

权”。 之所以将“德智体美劳”视为是新时代的教育

话语体系,首先是基于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对其的

“正名”。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正式明确了人的全

面发展包括德、智、体、美、劳 5 个方面,“五育”从学

术层面上升到国家政策层面,从而具有了指导教育

实践的“话语权”,《教育法》中“德智体美等方面”
终于不用再“等”了。 其次,“德智体美劳”教育话语

体系是对我国全面发展教育思想的继承丰富和发

展,是新时代的新思想,具有新内涵。
(一)“德智体美劳”话语体系的时代内涵

新时代全面发展之“德”是“大德”。 包括理想

信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职业道德、个人私德、家
庭美德等,涵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各个领域。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提出“六个下功夫”,其中四个

方面都关涉德育。
一是“要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在坚定理想信念

上下功夫” 。 习近平在 2018 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

会议上指出:“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重中之重是要以坚定的理想信念筑牢精神之基,教
育引导学生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共同理想。”
二是“要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在厚植爱国主义

情怀上下功夫” 。 爱国,是人世间最深层、最持久的

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 习近平指出:
“只有坚持爱国和爱党、爱社会主义相统一,爱国主

义才是鲜活的、真实的,这是当代中国爱国主义精神

最重要的体现。”
三是“要加强品德教育,在加强品德修养上下

功夫” 。 育人的根本在于立德。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使广大青少年成为有大爱大德大情

怀的人。
四是“要加强奋斗精神教育,在培养奋斗精神

上下功夫” 。 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也是干

出来的。 2018 年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对大学生们提

出了“要立志,立鸿鹄志,做奋斗者”的希望。
新时代全面发展之“智”是“知行合一”的智。

习近平提出,要在增长知识见识上下功夫。 “学如

弓弩,才如箭镞。”学习是成长进步的阶梯,实践是

提高本领的途径。 2013 年五四青年节,习近平在同

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时勉励广大青年:“把学习

作为首要任务,作为一种责任、一种精神追求、一种

生活方式,树立梦想从学习开始、事业靠本领成就的

观念,让勤奋学习成为青春远航的动力,让增长本领

成为青春搏击的能量。”作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

设者和接班人,不仅要有扎实的学识,更要有广博的

见识,既“读万卷书”又“行万里路”,做到以行求知、
以知促行。

新时代全面发展之“体”要以“健康”为第一要

义。 健康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和广大人

民群众的共同追求,也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条件

和国家富强的重要标志。 健康问题是一个关系国家

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 近年来,我国

青少年生长发育水平持续提高,但“小胖墩” “小眼

镜”数量仍然很多。 习近平 2016 年在全国卫生与健

康大会上指出,“要树立大健康的观念,倡导‘每个

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的理念”。 学校体育要

以健康为原则,像栽培一棵树一样培养一个人,让孩

子们像小树一样健康成长。 各级各类教育要树立

“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开齐开足体育课,在体育

锻炼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格、锤炼意志。
新时代全面发展之“美”要“以美育人、以文化

人”,“培育美好心灵”。 热爱美、追求美、创造美,应
成为新时代担当民族复兴大任一代新人的自觉追

求。 美育是全方位的对人的心灵的滋养,它是心灵

的教育。 习近平 2018 年给中央美术学院八位老教

授回信时强调:“做好美育工作,要坚持立德树人,
扎根时代生活,遵循美育特点,弘扬中华美育精神,
让祖国青年一代身心都健康成长。” 美育要“彰显信

仰之美、崇高之美,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乐教、
乐学”作为教育的审美境界,是培育美好心灵的必

由之路。 美好心灵需要教育来培养,美好生活需要

奋斗来创造。 只有美好的心灵才能感受美好的生

活,也只有美好的心灵才能创造美好的生活。 要全

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坚持以美育人、以文化人,
提高学生审美能力和人文素养。

新时代全面发展之“劳”要弘扬劳动精神。 恩

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说,
由于劳动才使猿的前肢变成人的双手,使猿的脑变

成了人的大脑,使猿的感官变成了人的感官,总之,
使猿的肌体变成了人的肌体,使猿转变成为人,成为

“万物之灵”。 在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劳动不再是奴

役人的手段,而成了解放人的手段。 习近平指出,生
活靠劳动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 劳动最光荣、劳
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 他要求教育要

为国家发展培养一代又一代勤于劳动、善于劳动的

高素质劳动者。 他强调,劳动人民是国家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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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依靠知识,必须依靠劳

动。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营造劳动光荣的社

会风尚”,“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培养全面

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要加强劳动教育。
(二)“德智体美劳”话语体系的内在逻辑

把握“德智体美劳”话语体系的内涵,要从教育

的根本问题出发。 教育的根本问题是培养什么人、
为谁培养人和怎样培养人的问题,它规定了教育的

性质方向、目标规格和方法途径,其中培养什么人是

首要问题。 作为我国教育方针的组成部分,培养什

么人的问题和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问题紧密

联系,构成了我国教育方针的话语体系。 1995 年颁

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在教育方针的表述

上,是“一个结合” (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相结合)、
“一个服务” (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

务)和“三育” (德智体);2015 年修订后则发展为

“两个结合”(教育必须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相结

合)、“两个服务”(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服务、为人民服务)和“四育” (德智体美);2018 年

的全国教育大会则提出“四个服务”(教育必须为人

民服务,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服务,为巩固和发展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服务,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和“五育” ( 德智体美劳)。 讨

论“五育”这一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需要将其和

“四个服务” “两个结合”联系起来。 人的全面发展

是身心发展的统一体,是系统的、整体的、协同的发

展。 不能脱离整体的发展谈某一方面的发展,“德”
发展不能脱离“智”,“体”的发展不能脱离“美”,
“德智体美劳”是一个话语体系。 “德智体美劳”并
非“德智体”加上“美”和“劳”,词汇的增加不是简

单地“做加法”,从“德智体”到“德智体美劳”,各自

的内涵都获得丰富发展。
2018 年全国教育大会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

以来教育改革发展的成就经验,提出了“九个坚持”
的新理念新思想新观点,全面深入把握新时代“德
智体美劳”话语体系的理论内涵,要立足“九个坚

持”,抓住“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三个关

键词。 要立足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变化对教育改革

创新的新要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教育,坚持立

德树人根本任务;要立足“四个自信”,增强教育自

信,坚持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优先发展教育事业,
深化教育改革创新,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
担负服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使命;要坚持党

对教育事业的全面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社会主义”是核心,“德智体

美劳”全面发展是向“社会主义”方向的发展。 在中

国建设社会主义,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

道路,“德智体美劳”要有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的精

神内核。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德智体

美劳”要对标这一历史方位,立足培养担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一代新人,赋予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以时代内涵。
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培养目标,要健全

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

育体系。 习近平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提出,要“把立

德树人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

教育各环节,贯穿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各

领域,学科体系、教学体系、教材体系、管理体系要围

绕这个目标来设计,教师要围绕这个目标来教,学生

要围绕这个目标来学。 凡是不利于实现这个目标的

做法都要坚决改过来。” [1] 他强调,“要扭转不科学

的教育评价导向,真正确立德育和素质教育的应有

地位和科学评价体系,坚决克服唯分数、唯升学、唯
文凭、唯论文、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本上解决教

育评价指挥棒问题,扭转教育功利化倾向,推进育人

方式等方面改革,建立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全面发展

的长效机制。” [8] 全面发展教育话语体系本身就是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我国教育实际相结合的理论

成果,它是“从实践中来”的,也必定要“到实践中

去”。 只有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德智体美劳” 这一教育话语才能具有对

教育现实的解释力与实践力,才能真正拥有指导教

育改革发展的“话语权”。

注释:
①1968 年 7 月 22 日,《人民日报》刊载《从上海机床厂

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的调查报告,并加编者按。 编

者按中有毛泽东亲笔加的一段:“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

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
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

的道路。 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

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这段话被称为“七二一

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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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Educ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of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ZHANG Hai-bo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Changchun 130024,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Education Congress proposed that we should train socialist builders and successors with all-round devel-
opment of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cal fitness, beauty and labor in 2018. From “moral, intellectual, physical and aesthetic” to “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 the change of educational discourse system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is the theo-
retical result of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reality of Chinese education, and is the inheritance, enric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educational thought for all-round development.

Only fully implementing the party’s education policy and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moral education, the educational discourse of “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can have the explanatory power and practical power to the educational reality, and
the “discourse power” to guide 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

Key words:　 all-round development;　 discourse system;　 morality;　 intelligence;　 physique;　 beauty and lab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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