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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的依据。 第一，学制的建立与发展要受到社会生产力发

展水平的制约。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既向学校提出新的要求

，也为学制的推行提供物质基础。 第二，社会政治经济制度

是决定学制的重要因素；学制的制定、颁布和实施都由国家

政权机关进行，直接为统治阶级服务。 第三，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制约看学制。制定学制，如入学年龄、修业年限、各级

学校的衔接等规定，必须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对于儿

童身心发展规律的不断揭示，有利于完善学制。 第四，原有

学制和世界学制的改革影响着学制建立。学制是在不断的吸

收和借鉴中发展和完善的。一个国家具体学制的建立，总是

原有学制和世界学制改革综合影响的结果。 2．简述当代学

校教育制度发展的一般趋势。 第一，重视学前教育。当今各

国普遍把幼儿教育纳入学制体系，加强幼儿教育与初等教育

的衔接，扩大其教育规模。 第二，小学入学年龄提前，义务

教育年限延长。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民的教育要求不断

加强，众多国家在学制改革中提前入学年龄，一般规定57岁

入学；义务教育年限呈现延长态势，多数国家实施79年义务

教育，部分国家实施10～12年义务教育。 第三，高等教育多

级化，学校类型多样化。当代高等教育基本形成低、中、高

三级层次，即专科教育、本科教育和研究生教育。随着终身

教育思想的传播，当代学校类型日益多样化，各国出现多种

类型的学校。 3．为什么说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制约着学



制的建立与发展？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制约看学制的建立与发

展，它既向学校提出新的要求，又为学制的推行提供物质基

础。在学制产生初期，学校教育仅限于狭小的范围，类型单

一。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社会需要各种专门人才，学校类型

随之日益增多。近代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的兴起、科学技术

在生产中的普遍应用，一方面要求工人接受一定的学校教育

、掌握相应的科学文化知识和技能，另一方面要求培养不同

居次的各类专业技术人才，因此近代学制中出现了义务教育

制度的建立和职业技术教育的迅猛发展。当代社会，终身教

育思想纳入学制之中，学校类型进一步多样化，各种教育制

度不断得到完善。上述变化都是社会生产力发展需要在学制

上的体现。 4．简评1951年新学制。 1951年中央颁布《关于改

革学制的决定》，废除旧学制，实行新学制。 这一学制继承

了老解放区教育的优良传统，批判地吸收了旧学制的一些特

点，体现了“教育为国家建设服务、学校向工农开门”的方

针，保证了知识分子和各类干部接受革命的政治教育和提高

文化科学水平的机会，体现了方针、任务的统一性与实施方

式和方法的灵活性，也体现了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原则。

1951年学制奠定了中国当代学制的基础。 5．简述1958年学制

改革中制定的“三个结合”、“六个并举”原则的内容。 “

三个结合”是指发展教育事业必须采取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

合、普及与提高相结合、全面规划与地方分权相结合的原则

。 “六个并举”是指在具体办学形式上，实行国家办学与厂

矿、企业、农业合作社办学并举；普通教育与职业技术教育

并举；成人教育与儿童教育并举；全日制学校与半工半读、

业余学校并举；学校教育与自学并举；免费的教育与不免费



的教育并举。 6．简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中关

于义务教育的规定。 1986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

育法》规定：“凡年满六周岁的儿童，不分性别、民族、种

族，应当入学接受规定年限的义务教育。” 7．简述1985年学

制改革的主要内容。 第一，实行九年义务教育。全国划分为

三类地区，分步实施九年制义务教育，并明确了义务教育实

施中社会、家庭和学生各自的责任和义务，明确了义务教育

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 第二，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在小学、初中、高中后进行三级分流，以中

等职业技术教育为重点，逐步建立从初级到高级的职业技术

教育体系。 第三，基础教育权属于地方，学校逐步实行校长

负责制。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学校实行校长负

责制，逐步建立健全校务委员会和教职工代表大会等制度。

8．简述我国现阶段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

育的必要性。 1985年《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中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不但需要高级科学技术专家，

而且迫切需要千百万受过良好职业技术教育的中、初级技术

人员、管理人员、技工和其他受过良好职业培训的城乡劳动

者。没有这样一支劳动技术大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

设备就不能成为现实的社会生产力。 由此可见，在现阶段，

调整中等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是我国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必然要求。 9．简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

展纲要》提出的“两基”、“两全”、“两重”的内涵。

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到本世纪末，我国

教育发展的总目标是：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

壮年文盲；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提高教育质量；



要建设好一批重点学校和一批重点学科。简称“两基”、“

两全”、“两重”。 10．简述1993年《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

纲要》中有关学制改革的内容。 第一，提出到本世纪末教育

发展的总目标：即“两基”、“两全”、“两重”。 第二，

改革教育结构：确定了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

等教育四种教育类型。重视和扶持少数民族教育事业，重视

和支持残疾人教育事业，积极发展广播电视教育。 第三，办

学体制上，改变政府包揽办学的传统格局，逐步建立以政府

办学为主体、社会各界共同办学的体制。 第四，改革高校的

招生和毕业生就业制度，实行国家任务计划与调节性计划相

结合，并逐步实行收费制度；改变“统包统分”和“包当干

部’’的就业制度，实行少数毕业生由国家安排就业，多数

毕业生“自主择业”的制度。 第五，改革和完善投资体制，

增加教育经费，逐步建立以国家财政拨款为主，以征收教育

税费、收取学费、校办产业收入、社会捐资集资、设立教育

基金等为辅的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制度。 100Test 下载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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