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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迈入“大国办强教育”历史新阶段，我国在教育经费投

入上，财政性投入所占GTP比例已经连续十年保持在4%以上，我

国积极推动教育强国战略。近年来，国人综合素质显著提高的

同时，也应意识到当中存在的问题。通过对当代教育的学习研

究，以及现如今所处的环境，笔者将以数据，事实，案例呈现教

育中所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建议和解决方案，该研究目的是以

更好的服务民生需求，不断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安全感，获

得感。

1  我国教育成果

近年来的探索中，我国积极推动现代化教育体系，关注创

新人才的培养，我国教育水平不断提高。据相关调查数据显示，

2021年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学校52.93万所，在校生2.91亿人。已

经有超过2亿人拥有大学文化水平。具体来看，近期《职业教育

法》进行了修订，明确了各个类型教育的定位，深化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高职三年扩招413万人，全国职业学校开设1300余个专

业和12余万个专业点，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各领域。同时，中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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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校数量也不断增多，满足各区域各年龄阶段的学生受教育需

求。国民受教育程度显著提高，我国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2  教育所面临问题

2.1教育人口状况

红星新闻报告中指出，总体上，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约为14.

2亿人，其中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口达到2.4亿。青少年基本履行九

年义务教育，我国受教育人口不断增加，教育方式方法也愈来愈

完善，接受高等教育人口亦越来越多，2021年在学研究生全国共

有333.2万人，相比过去十年增长近一倍。随着就业压力的增加

和社会对人才需求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考研，考研大军只

增未减。

2.2筛选人才成本大

中国一般采用幼儿园，小学六年，初中三年（上海等地区除

外），高中三年，大学四年（其他三年），研究生二到三年，博士

生三到六年的培育模式。其中，本科毕业普遍为23岁，研究生毕

业可能达到25岁甚至更高。对于普通家庭来说，培养一个孩子，

是一个不小的负担。这不仅仅是时间上的花费，长周期的时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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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上消耗，以及外界等各种环境的影响，让很多学生不得不

“啃老”。从个人层面看，经历中考，高考的竞争已然不易，

从大学中积极实践学习亦可以满足国家人才需要。但随着大学生

数量的不断增多，为取得所谓的学历，之后依旧需要投入考研

大军中，进行再一次选拔。积极进取取得学历固然提倡，但以

时间为成本，该项成本是否过大。从国家和社会层面来看，国

家需要的不是大量的大学生，真正紧缺的是技术人才，有真正

实力的大学生，以及科研人员。社会经过一次一次又一次的筛

选为获得更优秀的人才，但这种筛选完全可以不采用内耗的形

式。同时也引出下一个事实。

2.3大学生培养的滞后性

根据相关企业创业人士交流沟通以及社会现状了解到，现阶

段大部分大学生经过大学这个阶段学习后难以满足企业的需求。

背后的原因多样，大学课程内容较为落后，没有及时更新适应

时代；课本和实践操作有出入；以及大学生自身没有积极实习

实践等原因，导致大学生难以适应社会的步伐，选择考研或被

社会所淘汰。

2.4教育重心阶段的偏移

“高考就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中国家庭重视孩子的教

育，及其关注高考这件“大事”。衡水模式亦横空出世，被

人们所追捧。但类似这样的教育模式，累的不仅仅是老师家

长，更多影响的是青少年的身心。尽管是在京圈，家长们也十

分关注孩子们的教育，甚至花重金将孩子送入衡水学习。再

者，像河南，山东，河北，江苏等地，高考亦是内卷严重。

十五六岁的年纪本应该去看看这个世界，感受生活，有更多的

机会去实践，去探索，而不是拘泥于一堆堆的图书当中。奋斗

是美丽的，但不应以一种逼迫的姿态。相对比初中和高中的紧

张，大部分大学生活便显得“有些悠闲”。大学生未来要面临

社会，是否应该思考，人才培养的重心到底应该放在哪里。

3  针对教育相关问题的提议

3.1缩短筛选人才时间年限

（1）针对人才培养的长周期，可以适当缩短教育年限，有

知名教授提出将初中和高中合并为四年，取消中考，但这可能

涉及到学校的合并，不具备可行性，或实行过于复杂。可以将

小学由六年制缩短为五年制，初中三年制缩短为两年制，16 —

17 周岁进入大学生活，或进行更深层学习，解除长周期消耗这

一弊端，这样不仅可以减少社会成本，减少资源浪费，对一个

家庭来说，减轻了不少负担，青年也可以更早的进入社会，自

力更生。

（2 ）缩短教育周期，可能引发家长的担心，认为孩子年

龄尚小，不足以适应，但如今文化，娱乐发展迅速，人们生

活水平也显著提高，00 后的孩子相比于80,90 年代，接触的东

西更多更广，营养更丰富，成长较快，心智也会相对早熟，完

全可以适应之后的变化。

（3）同时不可避免的造成毕业季大量童工的出现，但在美

国相关法律规定16 周岁便可以打工。在美国，青少年16 周岁

允许考驾照，开车，不同于中国的年满18 周岁。时代在变化，

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特点，时代呼唤更独立的青年。这需要

国家放开相关政策，修改完善相关法律，扩大16 周岁这一阶段

人群的工作范围，修改法律对这个年龄阶段的限制，时代在变

革，这个时代的青年远比想象中的坚强。

3.2 革新大学教育内容，明确教育重心

这需要国家以及地区教育部，大学教授及相关负责人积极交

流探讨，进行社会实际调研，结合企业，及时更新教学内容；

出版发行具备新知识新内容的课本，积极探索创新教育模式；

同时学校也要积极为学生提供就业实践的机会；企业方面也应积

极承担社会责任，推动校企结合，努力培养企业社会所需要的

人才。

4  结束语

中国正进行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深刻变革，在这前所未有的大

变革时代，教育也身处其中。面对社会的变化发展，我们有必

要革新教育，减少人才筛选成本，缩短年限，打造素质教育，

明确教育重心，回归教育的本质，更好的服务民生需求。未来

教育里，各方面竞争会更加激烈，教育唯有以更为迅猛的速度

前进，不断推陈出新，按需培养人才，才能迅速适应新的发展

形势，把握未来教育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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