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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的教育变革与发展的趋势已经从“五育并举”到“五育融合”开展，“五育并举” 早是由蔡元培所提出的，通过与其生活时

代的比较，新时代所提出的“五育并举”有着时代发展的需求与问题，而“五育融合”的发展更是为新时代的发展带来了新的教育体系，“五

育融合”是将假设、实践、理念、思维以及能力进行融合，将它们构成是破解五育教育新体系开展的基本维度与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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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现今的发展过程中已经从“五育并举”发展到“五育融合”，是现

今我国教育变革与发展的一种新趋势，这样的一种发展趋势与育人有着

非常重要的关系。在未来的教育发展过程中怎样育人以及提升育人质量，

都是教育改革需要进行回答的重要问题，提升育人质量的路径种类是非

常丰富的，其中“五育融合”是 值得人们关注的发展方向与路径之一。 

1 为什么是“五育融合” 
不论是“五育并举”还是“五育融合”的提出，都是需要政策的推

动与顶层设计的产物。在 2019 年我国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了《关于深

化教育教学改革的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在意见中就提出了

“坚持五育并举”的实施举措，并且针对于“突出德育实效”等进行强调，

从而实现促进学生的全面素质教育发展。 

“五育并举”概念的提出并不是新的，它自身具有特殊的发展渊源，

蔡元培在 1912 年时首次对教育方针中的“五育并举”朱行进行表达，但

是现今与当时的时代发展存在着近 100 年的发展差距，将此概念提出与

当时的时代对比，能够有何种想通与不同之处。其中具有的相通之处为

意义与性质，这两者之间都具有着时代转型分野的特性。在蔡元培的发

展时代“五育并举”指的是封建专制时代的传统教育与资产阶级共和时

代新教育之间的察觉，但是在现今的发展过程中主要指的是新时代的教

育与传统教育之间的区别。其次是在内容与结构上的相通之处，虽然使

用的表达方式与具体的内涵不相同，但是所有的都包含了德智体美劳，

所有大体上有着相同的框架。 

而存在差异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两者对于时代的需求或者是针对的问

题不同，对于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来讲，如同前文中所提到的是从封

建时代向资产阶级时代的转变，更多的是为了满足资产阶级的文化发展

需求，在当时所经历的是由文言文向白话文转变的新文化运动，所以也

可以说新教育也是为“新文化”发展所服务的。所以这是蔡元培视域之

下的传统教育与现代教育的分野，在现今的社会生活中“五育并举”重

新的浮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也是在全球化背景以及智能时代等推动之下，

促使教育进入到一个全新的文化运动中。信息媒介自身也实现了转型发

展，从传统的纸质媒介转向电子媒介发展，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

代。将其与蔡元培所处时代进行比较，不管是在传统教育的传统上，还

是在现代教育的现代上，其中所蕴含的时代发展需求以及问题等都促使

时代进行转型，得到了根本性的发展。“五育并举”的时代发展需求并不

仅仅属于中国，在世界经合组织对三类的当代核心素养提出中也蕴含了

五育的基本特征，例如对交互语言的使用等，其中蕴含的智育实质就是

劳动教育。而在“管理并化解冲突能力”中就蕴含了“德育”等特性。 

2“五育融合”下新时代“教育新体系”的构建建议 
“五育融合”的提出是建立在“五育并举”的基础之上的，能够为我

国的教育体系发展带来非常多的改变，到现今的发展位置，我国仍然还

是处在一种预期或者是预设的阶段内。所以说“五育融合”作为一种全

新的理念，从预设到实现之间是需要较长的时间的，并且还会在不断的

推进中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如果不能够将存在的问题进行解决，那么

“五育融合”就只能是一个空洞的概念与词语，并不能够将其落到实处。 

但是在整个过程中， 难的就是将其进行融合，“五育融合”能够带

来一种新的教育体系发展，所以体系化的建设是 为关键的，构成体系

的存在就需要不同要素之间相互的融合。彼此的融合并不是做出简单的

加法，也不是将单一的理论作为基础，不是简简单单的在“德智体美”

后加上“劳”，而是要实现彼此之间的融会贯通。 

在改革的过程中会经常遇到各种难题，在对某一理念或者是正常进

行推广时，可能会举办一些大型的会议，或者是公开课等大型活动，但

是当所有的活动结束之后，一切的工作与生活就会恢复到原有的常态化。

又或者是在改革的过程中将重点放置在优秀教师，而不去对其它的教学

考虑， 终只会导致改革在部分领域中开展。就需要教师在教学中将“五

育融合”这一理念渗透到整个教学生活过程中，能够让理念真切的融合

到学校中，促使其能够变成学校师生的日常一部分，但是这样的一个融

合过程并不简单。 

任何的体系能够生成与运转，都是需要对某种机制进行使用的，机

制化也就是日常化的一种基本方式。所以机制的内涵必须要包含以下的

方面，必须是从一个工作的有机体中发出的，并且其自身构成的元素包

含了基本元素、构成部分以及组织系统等。对于融合来讲主体之间实现

融合也是比较难的，在教学中五育的主体可能是校长、教师等，也可能

是体制外的各种相关人员，所以就会在五育融合时对于主体的责任难以

进行明确，就需要对协同机制进行使用，从而实现对问题的解决。 

3 结语 
“五育教育”的开展指的就是将国家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进行贯彻落

实，其倡导在教育的开展过程中要培养完整的人，在教育活动的开展过

程中与人的成长都是密切相关的。在五育融合的发展过程中怎样对新机

制的意义与内含进行理解，都是本文进行探讨的重点所在，能够不断的

促进我国的教育互动创新发展，培养出更多的社会需求的现代化人才，

满足社会发展的人才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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