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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教育是科教兴国的奠基工程，对提高中华民族素质，培养各级各类的人才，促进社会主义现
代化建设具有全局性、基础性、先导性的作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整个基础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也是促进素质教育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环节。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基础教育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基础教育课程也在不断改革中逐渐发展完善。
《义务教育法》颁布后进行的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课程管理等方面有重要的进展，形成了我国基础
教育课程的现行体系。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新的历史时期，面对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的发展，
现行基础教育课程存在的问题日益突出。
1999年1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通知（以下简称《行动计划》），
《行动计划》是在贯彻落实《教育法》及《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纲要》的基础上提出的跨世纪教育改革
和发展的施工蓝图，它在基础教育方面提出：“改革课程和评价制度。
2000年初步形成现代化基础教育课程框架和考查标准，改革教育内容和教学方法，推行新的评价制度
，开展教师培训，启动新课程实验。
”1999年6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改革开放以来第三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作出了“深化教育改革，全
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
实施素质教育，作为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深化教育改革的根本任务提上了日程。
　　为了贯彻《行动计划》和第三次全教会的精神，国务院在2001年6月召开了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
，并颁发了《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在此背景下，教育部决定，大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调整和改革基础教育的课程体系、结构、内
容，构建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

内容概要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理论与实践》的主编长期从事新课改的研究工作，多次参加教育部组织的研
究会，经常与全国知名的专家学者合作著书或独自发表论文，并不断深入到国家课程实验区调研，参
与不少省区的新课程培训工作，从理论的和实践的结合上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解决在新课程实施中碰
到的实际问题。
通过新课程培训，切实提高广大中小学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使广大教师进一步更新教育
观念，改革教学方法、教学行为和教学手段，扩大知识面，完善知识结构，特别是要引导中小学教师
从实施中学习，在反思中进步，不断提高专业化水平。
这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的重要任务。
　　这本书正是新课程培训的应时之作，是新课程师资培训工作的一项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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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加强思想品德教育。
明确提出中小学的课程具有全面育人的整体功能，学科和活动都要根据各自的特点对学生进行思想品
德教育。
同时加强了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和社会常识等学科。
　　第三，课程的灵活性和多样性有所加强。
新课程计划将课程分为国家和地方两个层次。
国家安排课程在整个课程计划中占90％的比重，以必修的文化基础课为主，它体现了我国义务教育的
基本要求，对于保证义务教育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
地方安排课程是为了适应各地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同需要和适应学生发展的不同需要而设置的，其管
理权限属于地方教育行政部门。
虽然地方安排课程在整个计划中比重较小，但却是我国课程管理制度上的一个突破性改革。
课程的灵活性和多样性还表现在某些教学科目的两级教学水准的规定上，如外语和数学。
其他的一些学科，也要在本学科总课时中留出适当课时给各地安排乡土教材。
　　第l四，课程结构趋于合理。
这主要表现为：活动课程作为学校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正式纳入课程计划，打破了长期沿用的单一学
科结构；在以分科课为主的前提下，适当设置了综合课，小学新设“社会”课，适量渗透了职业技术
教育；调整了各类学科的课时比例，适当调减了语文、数学、外语等工具学科的课时，适当增加了社
会学科（包括小学思想品德、社会，初中思想政治、历史、地理）和自然学科（包括小学自然、初中
物理、化学、生物）的课时，还增加了体育、美术、音乐、劳动和劳动技术的课时。
上述调整使义务教育阶段各类学科之间的课时比例逐步趋于科学、合理。
　　1992年的义务教育课程计划较充分地体现了义务教育的基本精神和性质，面向全体学生，全面打
好基础，同时注重因材施教，促进学生个性的健康发展。
根据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合理安排课程，注意教学要求和课业负担适当；还从我国实际出发，注意城
乡和各类地区的不同特点。
这份课程计划的实施，确立了我国现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课程体系，对推动义务教育的发展起到了重
要作用。
但是，这套义务教育课程仍存在很多问题，如课程门类过多，课时总量过满，各学科比例不够合理，
统一性与灵活性结合还不够。
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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