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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与改革 
牛芳1  石红英2 

（1.桓台县第四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55000；2.桓台县第四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255000） 

摘要：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中国的教育体系正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小学教育体制是影响中国教育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
之一，它是中国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第一个阶段。本文旨在从历史上回顾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过程，探讨当前小学教育体制的现状，
并从教学内容、教育方式、管理机制等方面分析小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探索小学教育体制发展的对策。本文研究了小学教育体
制的现状和发展，分析了小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一些改进措施。在调研和分析的基础上，我们得出结论：小学教育
体制需要更多的资源和改革措施来提高教育质量，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学生需求。这篇论文提供了一些具体的建议，以促进小学教育
体制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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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With the deepening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China's education system is undergoing tremendous changes. 

The primary school education system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development of China's education 

system. This is the first stage of basic education for Chinese student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discuss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 from the aspects of teaching content，education mode and management mechanism，and explores 

the countermeasure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 This paper studi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our country's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analy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 and 

puts forward some improvement measures. Based on the survey and analysis，we conclude that the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 

needs more resources and reforms to improve the quality of education and meet the growing needs of student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some concrete suggestions on how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primary educ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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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是我国教育体系中 基础、 重要的一环，也是我国

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小学教育是培养学生基本知识、基
本技能和基本道德素质的阶段，是保障国家长期发展的重要基础。
然而，在小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着一些问题，影响了教育质量和学生
的学习效果。因此，本文将分析小学教育体制的现状和发展，探讨
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一些改进措施。 

中国的教育体系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尤其是在改革开
放后，政府对教育投入的大量资金使得教育的品质有了显著的提高。
作为教育体系的基础，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也引起了国家和社会的
广泛关注。本文旨在从历史上回顾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过程，探讨
当前小学教育体制的现状，并从教学内容、教育方式、管理机制等
方面分析小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探索小学教育体制发展的对策。 

一、小学教育体制的历史回顾与当前现状 
中国小学教育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基础知识和技能，培养他们

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综合型人才。为此，中国小学教育体制
设置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比如教材的编写、课程设置和指导、
教师培训和评估等，都是为了培养优秀的小学生而进行的。教材的
编写是小学教育体制的基础，为了更好地指导学生学习，教育部门
和学校配备专业的出版社来编写教材，确保教材的质量和及时性。
课程设置是小学教育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课程体系以国家课程标
准为依据，确保学生接受系统、全面、有序的教育。中国小学教育
体制还设有教师培训和评估机制，教师培训以国家教育体系和小学
教育法规为依据，按照教育部的要求进行培训，确保教师的教学质
量。中国小学教育体制还设有完善的社会实践及艺术活动，旨在培
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高学生的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 

小学教育是中国教育体系的基础，起源于晋朝，自此以来，小
学教育体制经历了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清朝时期，小学教育体制
被统一组织，形成了以书院为核心的小学教育体系，有利于小学教
育的发展。20 世纪初，中国教育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有了以
现代学校为主体的小学教育体制。新中国成立后，小学教育体制又

有了新的发展，政府在教育改革上进行了大量的投入，使小学教育
体制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小学教育体制是我国教育体系中 基础、 重要的一环。目前，
我国小学教育的总体发展状况良好。根据教育部统计，2019 年全国
小学招生人数达到 2197.2 万人，较 2018 年增加了 31.6 万人，招生
规模持续增长。同时，我国小学教育的课程设置也在不断完善，根
据《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 年版）》的要求，小学共设置了 12 个
课程类别，包括语文、数学、外语、科学等。 

随着社会的发展，小学教育也在发展变化，小学教育体制也在
不断变化。在当今的小学教育体制中，有许多有利的方面，但也有
许多不利的方面。 

首先，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对学生的学习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
用，学校不仅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而且拥有一流的师资力量，
使学生能够得到有效的教育。除此之外，学校还配备了各种设施，
如实验室，图书馆，室外体育场等，使学生的学习更加有趣，更加
全面。其次，小学教育体制也在不断改善，引入了更多有助于学生
发展的课程和教学方法，比如让学生参与各种实践活动，参加社会
实践，这些活动有助于学生更好地理解知识，发展全面的能力。 

然而，小学教育体制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方面，比如课程设置的
局限性，有时候会让学生感到厌烦，学习效果也受到影响，另外，
学校的资源有限，不能满足学生的需求，这也是影响学生学习的一
个重要因素。总之，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为学生提供了更多的发展
机会，但也存在一些不利的方面，因此，学校应努力提高资源配置，
改变教学方法，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为学生提供更好的学
习环境。 

目前，小学教育体制已经发展到非常成熟的程度。政府在教育
改革上大量投入，增加了小学教育的经费，大大改善了小学教育的
环境，并在教学内容、教育方式、管理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改革，使
小学教育体制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二、小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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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小学教育体制发展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仍存在许多问题。

例如教学内容的局限性、教育方式的单一性、管理制度的落后性等。

为此，应该采取一系列措施来解决这些问题。 

首先，教育资源不足。由于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导致一些地

区的小学教育资源非常匮乏。一些偏远地区的小学师资力量不足、

教学设施简陋，无法提供良好的教学条件和教育资源，影响了学生

的学习效果和教育质量。 

其次，教学内容和方法单一。目前小学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

比较单一，缺乏多样性和趣味性。学生的学习内容主要围绕语文、

数学等传统学科展开，而其他学科如艺术、音乐等则缺乏足够的关

注。同时，小学教学方法较为单一，以传统的讲解式为主，缺乏趣

味性和互动性，不能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 

后，学生压力过大。现今社会的竞争压力日益增大，小学生

在学业上也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家长和学校对学生的要求过高，导

致小学生在学习中往往处于紧张状态，甚至出现学习焦虑症等问题。

这种压力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和学习成绩都有一定的影响，也成为小

学教育体制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 

三、小学教育体制的改革策略 
小学教育体制改革是国家教育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它不仅是

为了满足城乡居民的新期望，更是为了推进教育公平、促进教育发

展、提升教育质量而进行的系统性的改革。 

改革的重点一是要完善小学教育政策、加强对小学教育的政策

研究，制定出适合当前小学教育发展需要的有效的政策，提高教育

资源配置效率，确保教育公平。二是完善小学教育机构。要改革小

学教育机构，建立一个更加公平、有效的教育管理机构，提高教育

管理水平，改善学校管理结构，拓宽学校办学空间，为学校建设提

供有力支撑。三是改善小学教育资源配置。要根据地区和学校的实

际情况，合理配置教育资源，提高小学教育质量，确保教育公平。

四是加强小学教育管理。要落实校长责任制，完善校长和教师的考

核制度，建立科学的教育管理机制，依法加强学校管理，推进小学

教育改革。五是改进小学教育教学。要改革课程教学，增加实践性

教学，发挥学生主体作用，强化教师素质建设，提高教学质量，推

进小学教育改革。 

小学教育体制改革是国家教育改革的重要内容，必须按照国家

的要求，从政策、机构、资源配置、管理、教学等方面进行改革，

在我国，基础教育是我国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我国基础

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时期，我们应以历史和发展的观点来审

视新时期基础教育的价值，辨证地剖析、批判性地继承、在新时期

基础教育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抓住“变”又要抓住“不变”。遵循历

史的发展轨道，在正确的道路上，不断地完善自己的理论，为孩子

们的健康发展提供借鉴，让初级教育能够跟上时代的步伐，从而达

到“育人”的目标。 

改革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 

首先，加强教育资源的投入。政府和社会应加大对小学教育的

投入，提高小学教育资源的配置比例。加强对偏远地区小学的扶持

力度，改善师资力量、教学设施等教育资源，使学生能够接受良好

的教育条件和资源。其次，要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小学教育应注

重发展学生多元智能和创造力，丰富教学内容和方法。学校应加强

对艺术、音乐等学科的教学和培养，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同时，

教师应探索多种教学方法，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和创造力。 

然后，要减轻学生的学习压力。在陈鹤琴关于“活教育”的理

论中，他强调要把孩子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要让孩子充分地在自

然界中活动，从而获得直接的体验。但是，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强

调学生的主体地位，削弱老师的指导和结构知识，都不能达到“育

人”的目标。在当前的小学教育中，为了减少学生的学习压力，就

要对他们的学习任务和时间进行合理的分配，并鼓励他们充分地发

挥出自己的优势和潜能，不要给他们带来太多的学习负担。 

同时，还应该注重教育思想的发展。教育思想的产生和发展，

是我国传统文化在近代与西方文化碰撞和交流过程中的产物，是对

传统中国“德、智、体”教育思想的继承与发扬，同时也为我国小

学教育事业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发展方向，使小学教育事业更加与时

俱进，不断推进小学阶段“育人”目的的实现。教育思想不仅是我

国传统文化的结晶，而且也是在西方先进文化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

的。对小学教育事业发展有积极意义的“教育”思想，也会随着时

代的发展而不断变迁，新时代小学教育事业会面临新问题、新情况

和新挑战，对“教育”思想进行深入分析和研究，有利于我国小学

教育事业不断创新发展。解放前我国传统的教育是以书本为中心，

把儿童限制在室内，把儿童的思想禁锢在书本。陈鹤琴曾说过：我

们应该以一种活生生的教学方式来教导孩子，让孩子自己学会，不

要教孩子学会。陈鹤琴以“活”为核心，以“生”为核心，在其《儿

童的人格教育》中指出：“对儿童的个性的培养，要胜过对书上的知

识，要以“形”、“神”、“情”为先。陈鹤琴对初等教育提出了新的

要求，并指出了初等教育对学生的影响。陈鹤琴在新中国建立以后，

就提出了“活教育”的理念，他认为，幼儿具有生命，所以初等教

育要突出一个“活”字，而不能仅仅局限于课本上的知识。在中国，

传统的教学中，重视认识而忽视实践，重视知识而忽视能力。 

此外，改革还需要遵循小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陈鹤琴“活教

育”理念是杜威“做中学”和陶行知“行中知”两种教育观的延续。

掌握学生成长的阶段特征，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改革。要加强营造

和谐快乐的教育环境，宽容耐心地对待孩子，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

让孩子开心学习，勇于挑战困难，并在遇到困难时给予必要的帮助，

以营造良好的学习氛围；同时，要以学生的身体和心理发展规律为

依据，制定出有针对性的学习活动，将重点放在对他们的思维能力、

创新能力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上，让他们拥有自主学习的机会，充分

发挥他们的潜能，激发他们的学习热情。还要给学生们足够的发展

空间，改革评估制度，跳出以“学习成绩”为核心的思维定式，拓

展眼界，让他们在一个积极、自由、快乐的成长过程中获得快乐。

总之，教育改革应当适应学生身心发展规律，重视和尊重孩子的成

长过程，让孩子在快乐、健康的环境中成长，实现更高的教育目标。 

结论 
小学教育体制是影响中国教育体系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是

中国学生接受基础教育的第一个阶段。本文从历史上回顾了小学教

育体制的发展过程，探讨了当前小学教育体制的现状，并从教学内

容、教育方式、管理机制等方面分析了小学教育体制存在的问题，

探索了小学教育体制发展的对策。 

本文针对小学教育体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改

进措施， 后结合陈鹤琴“活教育”思想进行了辨析研究。我们应

该充分认识到小学教育的重要性，加大对小学教育的投入和改革力

度，努力打造优质的小学教育体制。虽然当前的小学教育存在着一

些问题和挑战，但我们有足够的理由和信心相信，通过不断的改进

和创新，小学教育将更加完善和优质，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提供更

好的支持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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