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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评价 1

马克思系列经典作家说过，教育具有阶级性，但目

前好多教育文章忽略了这点，一概而谈教育应该如何贴

近理想，教育具有阶级性，不同阶段的教育有不同的教

育对象、教育方式、目的、培养方案等。就改革主人翁

论而言，存在改革主对象与改革其他体分离的倾向。即，

改革者的目的是改变别人的行为，没有将本身作为第一

要改变的对象。而一种改革如果不是反省性的，就难于

被所有的利益涉及者所理解和推崇，因而不能成功。可

能教育改革倡导者以自身视野的阶级为改革起点，对我

国的教育实际了解并不祥。我作为经历了第八次课程改

革的被实验者，我们初中和高中都在课程改革中间，亲

身体验者到老师发的导学案资料多的看不完，发导学案

的其目的就是减轻教师工作程序，学生先自学再提问，

然后老师答疑补漏总结，核心课程实际上课还是按照传

统上课方式最有效果，有的课程平时就依照小组模式

（5-7 人坐一起，一个班分成几个组），其实平时讲课和

传统的上课毫无区别，一到期末考试（阶段性考试）或

初三高三就变回传统的插秧法。按照新模式其实真正学

的东西并不多，实则教学效率低下，老师和学生都心力

交瘁。

新时代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就是基于我国的整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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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变好，国外的教育思想理论涌进我国，被有的学

者认可并运用到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中的一个过程，但

其中的理论及思想是否适用我国，没有考虑到。有学者

总结：“三十年年来我国教育改革从源头来讲还是带有社

会政治属性的，是对不同时代社会发展需求的要求表达；

教育改革的根本动因不在于教育自身，而在于社会经济

和科技进步提出的客观需要；教育改革采取的是自上而

下的路径；教育改革的价值诉求明显侧重于国家主义和

经济主义等”作为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主体，不仅要追问

“从最新的世界教育改革思潮中学到了些什么？”还要反

省“在借鉴他人的思想和经验的过程中，我有没有丧失

自己的独立性，丧失自己独立探索的勇气和能力？”这

些问题都是需要反思清楚的。教育改革总是跟随着政治、

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趋势，在他们引导下更新教育改革的

话语体系。为尽量减小上下信息沟通理解不一致的影响，

具体地区具体分析，灵活改革，并将教育变革的实质，

目标，方向和方法和广大群众解释清楚，从而形成良好

的教育改革氛围和民众基础。

二、对师生关系改革的看法

有学者提倡，要创新师生关系，师生之间有交流互

动，学生有意识批判精神，不同阶段的学生理解什么叫

“批判精神”吗？两者在对话中构建知识的一种生命活

动，那之前所有的师生就没有这样的交流吗？过去培养

的现在伟大的人怎么教出来的？有的学者说：“教师要

由学生的“操纵者”变为任何学生的“发现者”“帮助

者”“推脚者””。此外，教师还应是自身教育教学实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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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者”和“省思者”。

大家都在讲提高教师的重要性，但一到具体问题，

就抛开教师了。只是泛泛而谈是不能抓住这问题要害，

要有针对具体问题指出来，把问题解决并形成实际方案。

在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方面，尤其要向乡村倾斜，加快解

决乡村教师队伍不足问题；积极推进不收费的师范生教

育，完善制度条例，吸引和培养更多的优秀教师到乡村

任教。要进一步增多对教师队伍建设的物质支持，全面

提高教师队伍专业化水平。到县镇去工作的条件设置的

丰厚一点，很可能可以缓解以上问题。给教师画大饼，

教育发展上抱着一副不想付出等待收获人才的心态，对

待教师的最关心的问题不解决，又想马儿跑又不把马儿

喂饱。教师也有家庭养活，也靠工资维生。一切不行动

画大饼的行为都是资本家的钓鱼盈利手段，想在教育上

短期出成果不花钱和想法都会祸害教育事业。

三、对考试评价制度的看法

评价在变化的监测中发挥重要的反馈和调节作用。

如果取缔了考试和分数，教育实践工作就如盲人摸象探

路，甚至无法继续知道进行学生目前的知识，形成的心

理，养成的动作习惯是否有效和牢固，最终要经受社会

实践的考验量证的。试卷和多少分都是重要的，那是对

教育实践工作结果以及学习效果的查看，了解和评价，

可以帮助师生反思和改进。

考试只是教书的形式手段，它自身的作用和成效如

何不完全取决于自身，而是由于受到何种好坏思想影响。

新课改认为的追求升学率只是表面现象，它有深厚的社

会物质基础，背后是国家，家庭，学生个人的利益，甚

至是社会财富和权利的分配。这才是升学率问题的本质。

对于个人，意味着能够受到更高层次的教育，获得较好

的社会地位，物质条件和精神生活。因此，追求升学率

的取消和取缔，其实是需要社会经济充分发展，人们不

会为较好的工作和生计而绞尽脑汁。

四、对提高家长素养的看法

提高素养就是依靠教育；要提高素养，就要加强教

育。要提高素养或实施素质教育，主要是由于我国社会

历史发展要求提高群众们的素养，加强民众教育，而国

民整体水准还不高，教育相应加强还不够而提出的，其

对立面根本不是所谓的“应试教育”。中央 99《决定》

明确、重申“实施素质教育，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

针”。

从当前现实来看，家长的教育素养是有效开展家校

合作的“短板”，开展家长教育，提升家长教育素养是推

进家校合作建设的迫切要求。家长的教育素养只能说明

上一辈得教育不到位。现在不是提高家长就能解决问题，

只能解决眼前的一段时间的问题，多数家长只顾眼前利

益，对待教育素养问题有心无力，可说不可做，想要彻

底解决问题，还是应该从学生时期抓起，提高教育素质

水准，以致以后继续升学还是工作，家长这个角色不可

或缺，都要一定的教育水准。拔高家长的教育素质需要

整个国家的齐头并进。原因之一，社会要形成注重家风

培养，父母投入教育的积极氛围，要认识到“家庭柔睦

则社会安稳，家庭快乐则社会安静，家庭文明则社会善

治”，社会稳定与健康发展的重要基础就是家庭教育，妇

联和居委会等相关部门要主动积极提醒家长提升自身教

育素养水平，这项活动是有一定实际意义的。有的人说，

学校要积极承担起引导家长学习的责任，学校能管这么

多吗？这一点应该放在学生在校学习的时候学习，而不

是作为家长来学，这样的话是多么现实功利的做法。这

点根本不现实，各个行业家长不仅大部分时间来工作，

下班更可能处理相关工作，照顾家人孩子、社交、自我

提升，这些学习对家长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不是从小

就接触教育素养相关知识，明白教育重要性，就能够轻

易做到的。

新的历史当口，全面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和推

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时代使命，要求基

础教育必须提升现代化能力、推进教育善治能力与治理

体系现代化以及建立高效率的现代基础教育学校体系。

有人质疑，学生校内总学习时间长和主要科目学习时间

长。相对来说，主要知识科目就应该长。全面发展就意

味着每一科学习时间一样长吗？这是一定不成立的。有

的研究发现，国内四个省市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背后的重

要因素是学生的学习效率不够高，在整体上说，反映了

我国教育尊重学生发展水平，依靠科学的水平还比较底。

全面提高教师队伍素养，提高我国中小学教育科学化水

平，是减轻学生过重课业负担的必由之路。[12] 其实不论

是上班和上学都追求一种提升自我，发展自我的目的，

新课改的初心也是为了人获得更好的发展，其中有些言

论未经过充分讨论，批判太过激进或解释的不清楚导致

一系列问题，但只要我们认识到问题并给与纠正就能够

扭转乾坤，最可怕的是一直在对错误视而不见。

参考文献：

[1] 王策三 . 保证基础教育健康发展——关于由“应

试教育”向素养教育转轨提法的讨论 [J]. 北京师范大学学

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05）：59-84.



34

教育论坛: 3卷4期
ISSN:2705-0971(Print); 2705-0947(Online)

[2] 石中英，张夏青 .30 年教育改革的中国经验 [J]. 北

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05）：22-32.

[3] 李政涛 . 当代中国基础教育改革的方法论特征探

析 [J]. 基础教育，2009，6（05）：3-9+34.

[4] 周作宇 . 教育改革的逻辑：主体意图与行动路线

[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01）：5-29.

[5] 王策三 . 考试改革之我见 [J]. 中小学管理，1999

（11）：3-5.

[6] 王鉴，王俊 . 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反思：理论

与方法 [J]. 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49（05）：

90-95.

[7] 吕达、周满生，当代外国教育改革著名文献（美

国卷）[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第 4 册：217.

[8] 石中英 . 当前基础教育改革的若干认识论问题 [J].

学科教育，2002（01）：1-5+10.

[9] 张志勇，贾瑜 . 自信与反思：从 PISA2018 看我国

基础教育改革走向 [J]. 中国教育学刊，2020（01）：1-6.

[10] 靳玉乐，张丽 . 我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的回顾

与反思 [J]. 课程 . 教材 . 教法，2004（10）：9-14.

[11] 袁振国，刘世清 . 改革开放 40 年中国基础教育发

展的历史经验 [J]. 中国教育学刊，2018（12）：6-11+42.

[12] 彭泽平，金燕 .70 年基础教育办学体制改革：基

本特征与未来展望 [J]. 现代教育管理，2020（02）：32-

3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