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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育部已决定从2001年秋季开始，用5
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实行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系。
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材、新的课程评价观，强烈冲击着现有的教师教育体系，对广大教师和教师教
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在课程功能、结构、内容、实施、评价和管理等方面，都较原来的课程
有了重大创新和突破。
它要求中小学教师改变多年来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教学行为，确立一种崭新的教育观念；新课程倡
导一种课程共建的文化，需要教师重新认识和确立自己的角色，重视教师的课程参与，改变教师的课
堂专业生活方式，通过教师参与课程建设提升教师的课程意识，使之掌握课程开发的技术。
　　新课程的实施，迫切要求广大教师加强学习、进修，尽快提高专业化水平。
教师劳动不同于一般的劳动，教师的专业包括学科专业和教育专业两个方面。
教师既应该是学科知识方面的专家，又应该是学科教学方面的专家。
　　认为“学者即良师”是不对的；以为对中小学教师学术水平要求不高也是不对的。
优秀的中小学教师既需要有扎实的学术根底，广阔的学术视野，不断更新知识、追逐学术前沿的意识
，又需要把握教育的真谛，了解青少年发展的规律，掌握现代教育信息技术，具备热爱学生、关心学
生、对学生认真负责的品质。
从而发展学生的智慧，发掘学生的潜力，激发学生的创造性，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总之，教师既要做“经师”，又要做“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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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根本任务。
在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过程中，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个关键的环节。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教育部已决定从2001年秋季开始，用5
年左右的时间，在全国实行基础教育新的课程体系。
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材、新的课程评价观，强烈冲击着现有的教师教育体系，对广大教师和教师教
育工作者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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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三，诊断个别学生在发展上的特殊障碍，以作为采取补救措施的依据。
　　这种诊断性评价类似于医生给病人看病，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是针对学生在某一方面的学习内容
或知能发展上的严重困难，运用某种特殊的评价手段而作的诊断，目的是找出造成严重困难的原因，
进而采取相应的补救措施。
故这种评价既可能发生在某种教育活动开始之前，也可能发生在教育活动进行过程之中，只要发现有
特殊困难的学生，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实施这种评价。
例如，对存在明显交往障碍的孩子进行诊断，分析造成孩子交往障碍的原因，进而提出帮助孩子发展
交往能力的措施。
　　一般来说，教师对学生进行诊断性评价借助的手段主要有：以前的相关成绩记录、摸底测验、智
力测验、态度和情感调查、观察、访谈等。
2.形成性评价形成性评价又称过程评价，是在教育过程中为调节和完善教学活动、引导教育过程正确
而高效地前进而对学生学习结果和教师教育效果所采取的评价。
与诊断性评价不同，形成性评价一般是在教育活动进行过程之中开展，其主要作用是：　　第一，引
导学习活动的方向。
实施形成性评价必须明确规定每个学习阶段的学习目标及其评价项目，划分出学习单元和具体课时，
这无疑能对教学活动起到导向的作用。
　　第二，强化学生的学习。
形成性评价能对学生是否已经达到阶段性目标、达到的程度如何作出判断，从而肯定学生已有的发展
成就，增强学生的自信心，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起到强化学生的学习行为的作用。
　　第三，及时发现问题并提供矫正处方。
通过形成性评价，教师和学生可以及时发现教学过程中存在的简单问题与困难，并通过对问题和困难
的分析，寻找产生问题和困难的原因，制订解决问题、克服困难的措施。
心理学研究成果和教育实践经验表明，经常向教师和学生提供有关教育进程的信息，可以使学生和教
师有效地利用这些信息，按照需要采取适当的修正措施，使教育成为一个“自我纠正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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