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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2001年6月颁布了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简作《课改纲要》），作为指
导新世纪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应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核心内
容”。
教师的培养和培训是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为此我们认为，应当运用现代认知心理学原理改
革教师教学技能培训的内容与方式，以新的学习论与教学论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的教学技
能提高，加速教师的专业技能成长。
我们仔细研读《课改纲要》以及相关的“解读”，认为当代教育心理学的许多基本观点与《课改纲要
》及其“解读”的精神吻合。
如《课改纲要》强调“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
的基础。
”这与现代教学论中的“目标导教、导学和导测评”的观点是一致的。
又如，《课改纲要》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
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而现代学习论不仅研究学习的一般过程，而且分门别类研究不同类型的学习的特殊过程。
因此，现代学习论可以为《课改纲要》实现教学中结果和过程统一的理想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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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部2001年6月颁布了新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简作《课改纲要》），作为指
导新世纪课程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明确指出，“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应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核心内
容”。
教师的培养和培训是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键，为此我们认为，应当运用现代认知心理学原理改
革教师教学技能培训的内容与方式，以新的学习论与教学论指导教师的教学实践，促进教师的教学技
能提高，加速教师的专业技能成长。
我们仔细研读《课改纲要》以及相关的“解读”，认为当代教育心理学的许多基本观点与《课改纲要
》及其“解读”的精神吻合。
如《课改纲要》强调“课程标准是教材编写、教学、评估和考试命题的依据，是国家管理和评价课程
的基础。
”这与现代教学论中的“目标导教、导学和导测评”的观点是一致的。
又如，《课改纲要》提出，“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
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而现代学习论不仅研究学习的一般过程，而且分门别类研究不同类型的学习的特殊过程。
因此，现代学习论可以为《课改纲要》实现教学中结果和过程统一的理想提供理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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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即学生后天习得的文化素养，在素质结构中居于最高层次，又表现为人的外层素质。
主要内容有：（1）科学素质，包括经验、知识、技能、科学理论、科学的信念和世界观、信息处理
能力、劳动生产技术、职业素养、创造才能等；（2）政治素质，包括政治方向、民主意识、社会责
任感、政治与法律知识、历史知识、社会理想等；（3）道德素质，包括伦理知识、道德价值、道德
感、自律精神、道德理想、人生观等；（4）审美素质，包括审美知识、审美情趣、艺术鉴赏力、审
美观、美的创造能力等；（5）劳动素质，包括劳动知识技能和能力、劳动态度、社会适应能力、交
往能力、竞争能力和应变能力等。
　　许多事物的真谛常常要经历激烈的争论和探讨才能逐渐显现出来。
上述两种素质观涵盖了素质教育大讨论中众多学者对“素质”的基本看法，必然有其积极的意义。
“五育说”从社会需求出发，强调教育的社会功能；“三层次结构说”以人为本，认为素质教育要尊
重个体的身心发展基础和要求。
两种观点都明确指出素质不是一个含混的概念，而应将其类化和具体化，并在这方面作了深入的分析
，同时都认识到各类素质之间的内在联系对教育有重要的指导作用。
　　然而，对素质成分及其内在联系的划分，目的还在于全面地理解素质的构成要素，从而科学准确
地制定素质教育的目标与任务。
在这一点上，两种观点都尚未作出令人满意的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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