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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实施素质教育由21世纪社会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四、改革应试教育，深入开展素质教育
第二节 素质教育是21世纪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战略要求
一、21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
二、实现我国未来发展战略目标的基本条件
三、对中小学进行素质教育的基本要求
第三节 21世纪人才规格对素质教育的呼唤
一、21世纪人才的基本素质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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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应试教育的弊端
第二节 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立统一关系
一、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对立
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的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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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的目标意义及其面临的问题
第一节 确立素质教育目标的意义及原则
一、确立素质教育目标的意义
二、确立素质教育目标的依据
三、确立素质教育目标应遵循的原则
第二节 素质教育的目标体系
一、思想政治素质目标
二、道德素质目标
三、科学素质目标
四、文化素质目标
五、生理素质目标
六、身体素质目标
七、心理素质目标
八、审美素质目标
九、劳动素质目标
十、技能素质目标
十一、能力素质目标
十二、交往素质目标
十三、外在素质目标
第三节 各级学校学生素质教育的具体目标
一、小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
二、中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
三、大学生素质教育的目标
第四节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教育思想、教育观念的转变
二、教育评价制度和人事制度的改革
三、建设一支素质优良的教师队伍
第五节 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所面临的阻力
第六章 学校、社会和家庭在跨世纪素质教育中的地位与作用
第一节 学校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最有效场所
一、西方国家的某些教育方法值得借鉴
二、国内几种提高学生素质的教育方法
三、中小学素质教育实施的原则
第二节 社会因素与素质教育的关系
一、素质教育与生产力的关系
二、素质教育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制度以及文化等的关系
第三节 家庭在素质教育中的作用
一、家庭教育是素质教育的第一场所
二、父母亲对子女素质发展的特殊作用
三、为搞好子女素质教育，父母亲应具备的素质
第七章“普九”、“扫盲”――提高民族素质的奠基工程
第一节“普九”与“扫盲”是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一、“普九”的重大意义
二、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提出
第二节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的成就
一、确立教育优先发展战略地位，“普九”成为全社会共同的事业
二、加强法制建设，“普九”初步走向依法治教的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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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普九”师资队伍素质明显提高
四、逐步完善管理体制，进一步明确“普九”职责
五、拓宽教育投资渠道，办学条件大有改观
六、义务教育事业持续发展，普及程度逐年提高
七、教育教学改革深入发展，义务教育质量稳步提高
八、人口增长率降低，民族文化素质有明显提高
第三节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困难与措施
一、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依然是困扰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发展的首要问题
二、“应试教育”与素质教育之间的矛盾，仍是基础教育正常发展的一大障碍
三、依法治教不力，加重了“普九”的难度
四、乱收费和择校生问题，是“普九”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难题
第四节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及完成“普九”后所面临的任务
一、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所面临的主要任务
二、完成“普九”后所面临的任务
第五节 青壮年扫盲教育
一、什么是文盲
二、我国扫盲工作的简单回顾
三、青壮年扫盲工作的重要环节
四、世界各国扫盲的策略及基本经验
第二篇 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教育内容创新
第一章 智力素质与智力开发
第一节 智力与开发智力的意义
一、智力的含义、构成与特征
二、开发智力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第二节 智力的生理素质及开发
一、脑的潜能与现代教育改革的目标
二、适应脑功能的教学
三、如何提高大脑的工作效率
第三节 学生注意力的培养
一、明确目的任务
二、培养间接兴趣
三、克服内外干扰
四、变换学习活动
五、养成集中注意力的习惯
六、提高注意力的方法和技巧
第四节 学生记忆能力的培养
一、明确目的任务
二、坚定识记信心
三、保持注意力集中
四、培养浓厚兴趣
五、注意情绪健康
六、学会理解记忆
七、巧妙运用联想
八、不断进行复习
九、学会删繁就简
第五节 学生观察能力的培养
一、明确目的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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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丰富知识经验
三、掌握观察方法
四、养成观察习惯
第六节 学生思维能力的培养
一、结合教学训练
二、丰富学生知识
三、培养思维习惯
四、重视课外活动
五、鼓励求异标新
第二章 知识学习与学习能力的培养
第一节 学习是一种综合的能力
一、积极性是整个学习能力的生命
二、智能是学习能力的直接表现
第二节 学习能力的培养方法
一、决定学习成败的因素
二、选择恰当的学习方法
三、形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四、培养自学兴趣的方法
五、培养自学能力的方法
六、学习策略和方法的指导
第三章 学生创造性思维与创造力的培养
第一节 实施素质教育，培养创新能力
第二节 创造性思维及其培养
一、创造性思维的基本成分
二、创造性思维的主要特征
三、创造性思维的培养
第三节 能力教育的核心――创造力
一、创造力的心理和生理条件
二、创造力产生的模式
三、创造力的培养方法与技巧
四、学生创造力的测评
第四节 学习教育――天津市河西区“优化学生的学习素养”教育模式
第四章 创造教育理论与方法
第一节 创造教育及其理论基础
一、创造的含义
二、创造教育的概念
三、创造教育的理论基础
第二节 创造教育的原则、内容与途径
一、创造教育的原则
二、创造教育的内容与途径
第三节 国内外创造教育理论探索与模式
一、国外创造教育的理论探索与模式
二、国内（大陆）对创造教育的理论探索及模式
三、台湾地区中小学创造性思维教学活动设计举例
四、总结
第三篇 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一章 适应跨世纪素质教育要求的教学方法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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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素质教育与课堂教学方法的改革导论
一、当前课堂教学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二、课堂教学改革的理论基础
三、教法改革和学法改革
第二节 启发式教学的方法
一、启发式教学的思想内涵与理论依据
二、启发式教学的基本内容与特征
三、启发式教学的具体模式与实践
第三节“愉快教育”的方法
一、实施“愉快教育”的意义
二、“愉快教育”的理论
三、“愉快教育”的实践
第四节 主体性教育的方法
一、主体性教育理论
二、教育主体性的实践
第五节“成功教育”的方法
一、“成功教育”的理论
二、“成功教育”的实践
第六节“希望教育”的方法
一、“希望教育”的理论
二、“希望教育”的实践
第七节 激励教育――深圳高级中学教改纪实
一、分层动态组合的教学组织形式，是对传统的班级授课制的重要突破
二、分类实施体育、艺术教育，树立为学生终身持续发展奠定基础的体育、艺术教
育观
三、进行高科技教育和培养创新素质，拓宽和提升了劳技教育的功能与目标
四、学生主体性的德育模式构建，使德育更有针对性和实效性
五、全员导师育人制，是学校全员育人、教师教书育人制度上的保证
第八节 激励教育――天津红桥区素质教育模式探索
第二章 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语文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一节 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语文教学创新方法
一、语文教学“求佳”六法
二、语文教学中的兴趣教学法
三、创造思维训练法
第二节 语文阅读教学艺术
一、小学中高年级讲读教学
二、中学语文阅读教学艺术
第三节 作文教学的创新方法
一、“兴趣作文”教学
二、作文起步指导艺术
三、“艺术作文”训练法
四、快乐作文教学
五、作文考试的审题立意技巧
第三章 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数学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一节 跨世纪数学教育中的兴趣教学方法
一、兴趣是学习数学的动力
二、培养学生学习数学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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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数学教学中的愉快教学方法
第二节 培养学生数学思维能力
一、数学思维及其培养
二、培养学生的逻辑思维能力
三、培养学生的逆向思维能力
第三节 教学中的实践练习方法
一、动手动脑引导学生兴趣
二、动手操作 获取新知
三、重视练习，使数学教学见实效
第四章 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英语教学方法的改革
第一节 积极培养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
一、培养英语学习兴趣至关重要
二、英语教学游戏化使学生学得有趣
三、因材施教教英语，健康发展个性
四、培养学生良好的英语学习习惯
第二节 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启发式教学与沉默式教学
一、英语课堂教学中的启发式教学
二、英语课堂教学中的沉默法和暗示法
第三节 指导学生英语学习的基本方法
一、四步程序学习指导法
二、“三层次”学习指导法
三、四步整体学习指导法
四、六步循序学习指导法
五、群体向外学习法
第四节 英语听说能力的培养方法
一、搞好朗读是全面提高英语听说能力的关键
二、口头表达能力培养四法
三、听说训练八法
第五节 英语词汇的学习指导方法
一、学习生词的指导方法
二、词汇联想的学习指导方法
三、掌握多义词的方法
四、学习同义法的方法
五、常用英语记忆方法
六、单词快速记忆二十法
第五章 适应素质教育要求的活动课程建设
第一节 新型活动课程建设导论
一、建构新型活动课程的理论基础
二、新型活动课程的特征和地位
三、开设活动课程的重要意义
第二节 新型活动课程的组织形式与活动内容
第三节 活动课设置和组织的原则
一、素质教育评估的原则
二、素质教育评估的方法
第三节 素质教育评估的指标体系
一、普通中小学办学水平评估指标体系
二、普通中小学教师素质评估指标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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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普通中小学学生素质评估指标体系
第十三篇 全国部分地区跨世纪教育改革经验交流集萃
第一章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迎接21世纪的挑战
第二章“园丁工程”建设
第三章 建立健全督导评估制度
第四章 教育体制改革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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