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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核心素养之“核心”

  文     成尚荣

学生核心素养（以下简称

“核心素养”）的研

究，关涉到许多领域，其复

杂性可想而知。和许多重大研

究一样，如果能准确把握其中

的关键，复杂程度也许会降低

一点。那么，核心素养的关键

是什么呢？是对核心素养“核

心”的理解和把握。

所谓“核心”，指向事物

本质，对事物全局起支撑性、

引领性和持续促进发展的作

用。从这一角度来理解，我以

为，核心素养之“核心”应当

是基础，是起着奠基作用的品

格和能力。是“核心”的基础

性决定着核心素养的内涵、重

点和发生作用的方式。因此，

完全可以说，核心素养就是基

础性素养。基础性是核心素养

的最根本特性，把握住基础性

才能把握住核心素养研究与发

展的命脉。

基础性是核心素养的“核

心”这一论断，可以从几个方

面去认识。

这是由基础教育的性质和

核心任务决定的。基础教育是

为学生发展打基础的教育。基

础是不可替代的，也是不可超

越的。它的这两种特性，决定

了中小学生核心素养应当坚定

地着力于基础，着力于基础性

素养。把握好这一点，有助于

基础教育守住自己的边界，绝

不能盲目“抬高”任务，好高

骛远。基础教育一旦忽略了基

础，哪怕只是一点点的轻慢，

都有可能偏离基础教育的性质

和任务。这样，核心素养从基础

教育的性质和任务中获得依据，

反过来它又保证了基础教育性质

和任务的实现。

这是由基础的特性所决

定的。长期以来，基础总是与

发展相隔绝，也总是与创新保

持着线性的关联。这完全是对

基础的误读。其实，基础内蕴

着发展，基础应当认作是发展

性基础，打好基础本身就意味

着发展。必须重新定义基础，

让发展、创新大踏步地走进基

础，成为基础的应有之义。

目前，研究并明确学生

核心素养是国际教育发展和课

程改革的共同追求和趋势。

从他们的研究来看，核心素

养不约而同指向了基础性素

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于1996

年发布的报告《学习：财富蕴

藏其中》，界定21世纪公民必

备的素养是学会求知、学会做

事、学会共处、学会生存。几

核心素养是一个发展的概念，不是一成不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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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前，加拿大形成的核心素养，

他们称之为“九大基本核心技

能”，即阅读能力、写作能力、

文档应用能力、数学能力、计算

机应用能力、思考能力、口语交

际能力、与他人共事的能力、持

续学习能力。这些素养都是基础

性、基本性的。

在认识基础、基础性素养

特性时，我们要注意：一、基础

是一个整体性概念，涉及方方

面面，不应误以为既然是核心素

养，就只能是那么几点或几条，

一旦多了，就不是核心素养了，

对此不必过虑。二、基础本身是

一种价值形态，坚持核心素养的

基础性，抑或坚持核心素养就是

基础性素养，正是坚持素养对学

生发展价值的认同和追求。三、

基础虽是不可替代、不可超越

的，却是可以再生的，可以再生

出带得走的知识与能力。四、我

们应当建构这样的认识：基础性

素养把学生带向未来，从某个角

度看，基础性素养就是学生未来

应该具备的素养。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基础

的内涵绝不是一成不变，而是随着

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和应着

时代的要求，应答着世界的挑战。

一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提出“四

个学会”以后，于2003年又提出了

“学会改变”的基本素养，并将其

视为终身学习、终身发展的第五支

柱。他们认为，学习不仅可以适应

改变，也能创造改变；学习是一种

适应的机制，但也具有引发改变的

能力。我们可以这么去认识，基础

不仅是适应的机制，也应有引发改

变的能力。由此，基础性素养的

内涵在改变，尤其是创新素养，

信息、媒介与技术素养，人际关

系、跨文化和社会的素养等，都

应成为基础，都应是核心素养中

的有机内容。

这点特别重要。长期以来，

我们对基础的认知存有偏差，误

认为基础只是基础知识、基本技

能，而且常常以基础的稳定性掩

盖并否定基础的发展性。当我们

在认识、发现基础内蕴着发展、

创新元素的时候，千万不能忽

略，这些内蕴的发展、创新元素

还需要开发，同时还需要丰富，

否则，它们就会悄然老去以至死

去。正因为此，我始终认为，核

心素养是一个发展的概念，既

可以表述为“学生发展核心素

养”，还可以表述为“学生核心

素养发展”，总之，“发展”二

字不能省略，“发展”应是核心

素养的生命力之所在。

当然，还有一个相当重要的

问题：怎样打基础，以什么方式打

基础。方式常常被称之为解决问题

的钥匙。合理方式的坚持运用，就

会形成文化行为模式，而文化行为

模式的改变，带来新的发展和新的

创造。以科学的方式、艺术的方

式打基础，这是毋庸置疑的，其

实，这些方式说到底是文化的方

式，即是吸引人的方式、影响人

的方式，而不是强制的方式、简

单训练的方式。核心素养是在实

践中形成并发展的，以文化的方式

去打好基础，核心素养将会朝着

理想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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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素养生于当下，却指向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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