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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课程改革是我国社会主义教育改革的 组成部分
,

以 为社会主义事业培养建设者和接
班人为 出发点和归宿

。

但在人本主义思潮 日盛的现 实条件 下
,

在人们对教育理论的 学 习 和对教
育的 总体认识还不十分一致的 情况下

,

一些教育 实际工作者就难免对新课程改革发生误解
,

甚至
片面理解新课程改革的精神

。

如在课程的 实施上
,

可能 出现教师只 重视学生如何学 习 的层面
,

只

关注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层面
,

而忽视教育的 宗 旨和 目的 等倾 向 ;
在师 生地位上

,

可能过于强调

学生的地位
,

而 忽视教师 的地位
,

导致教育过程的 自由化
;
在 学习 方式上

,

可能只 重视学生的探究

学 习
,

而忽视学生的接受学 习
。

因此
,

今天的课程改革既要适 当借鉴建构主义的理论和思想方

法
,

也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人的全面发展理论和社会主义教育方针的指导地位
,

使人们辩证地认识

新课程改革的 实质
、

要求和指导思想
,

切实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

提高人的培养质量
。

课程改革受到很多 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

因此
,

只从教育本身出发来研究课程改革 问题
,

不 克

服就教育论教育的倾向
,

在课程改革的思路和方法上就可能会带来一些说不清的 问题
。

如 不 同

区域和城乡的课程设置要不要一体化的 问题
,

不 同年级课程设置的 门类 问题
,

课程设置的难度问

题
,

课程的设置要不要综合
,

以及综合的程度等问题
。

具体而言
:

各个年级应该设置什 么课程
,

应

该设置多 少 门课程 ? 课程的综合
,

应该谁同谁综合
,

综合到什么 程度 ? 初 中的理化生综合为一 门

课程
,

根据是什 么 ? 再把数学综合进去 可不 可以等等
。

同时
,

中 国 的 区域差异和城乡差别 非常

大
,

教育 的差异也很大
。

课程改革应该全 国统一标 准还是应有所差别 ? 这些都是我们必须说清

楚的问题
。

在新课程的 实施上
,

要注意一些 问题
。

首先
,

要辫证地认识旧课程与 新课程的 关 系
。

课程改

革要辩证地进行
,

不 能一谈新课程就都是好的
,

一谈以往的课程就都是不好的
。

我们既要看到 旧

课程的不足
,

也要看到 旧课程的优点
,

不能把旧课程看得一无是处
。

新课程改革总是在旧课程基

础上的调整和改进
,

决不是在全盘否定旧课程 以后 重新建立一套 同 以往的课程没有任何联系的

所谓新体 系
。

新课程是 旧课程的 继承和发展
,

是对旧课程的辫证否定
。

否则
,

从一个极端走向 另

一个极端
,

改革就会失败
。

其次
,

辫证地认识教师和学生在教学中的地位
。

新课程改革注重 了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
,

这

本是正确 的
,

是好的 6 但如果我们 因此而否定 了教师 的地位和作用
,

则从根本上违反 了教育的规

律和辩证法
。

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是 离不开教师的培养和塑造的
,

教师在教育和教学中的主导

性地位是不能动摇的
。

历 史上的师生地位之争及其教训无疑是深刻 的
,

我们不能不汲取
。

第三
,

辩证地认识发现学习 与接受学 习 的关 系
。

发现学 习和接受学习都是人的 重要学 习 方

式
。

新课程改革突 出强调 了人的发现性学 习
,

重视对知识的探究和对学生学 习兴趣的培养等
,

无

疑是重要的
。

但如果我们只要发现性学 习
,

不要接受性学 习
,

忽视教师对知识的 系统讲授
,

忽视
学生对全面 系统知识的 学 习和掌握

。

其结果就会在培养 了人的 学 习 主动性和创造性的 同时
,

降

低学生的学 习 效率
,

甚至在一定程度上破坏人对 系统知识的 学 习和掌握
。

当 然
,

新课程改革能否最终取得 实效
,

还需要实践的检验
。

但全社会都来关注新课程 的 改

革
,

同 时全面提高教师的素质与 水平
,

尤其帮助教师树立科学的教育观
,

对于新课程改革的 实施
无疑是最重要的

。

否则
,

新课程再好
,

教师 的教育观是陈旧 落后 的
,

其结果也 只能是穿新鞋走老

路
。

新课程改革的 实施还需要人们做很多事情
。

诸如
,

新的综合课程的编写 问题
,

新教师 的培养
问题

,

以及如何评价新课程的 实施效果等问题
,

都需要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做更深入的

思考和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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