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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77/2021_2022__E5_B9_BF_

E5_B7_9E_E9_AB_98_E4_c64_377289.htm 昨日(28日)下午，“

广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暨2007年普通高考总结大会”在

番禺区政府会议中心隆重召开。广州市副市长徐志彪及教育

部基础教育司、广东省教育厅、广州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出

席了会议。 徐志彪提出要从四个方面加快普通高中教育的发

展：一、要加快农村地区和新行政区普通高中教育的发展，

促进普通高中教育区域之间的协调发展。二、要以提高为重

点，全面提高普通高中的整体质量和水平，促进普通高中教

育质与量的协调发展。三、要继续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

扎实推进素质教育。四、要把深化课程改革与抓好高考备考

结合起来，继续巩固、提高我市的高考水平。 3年前，在教

育部和广东省教育厅的统一部署下，广州市全面启动了普通

高中新课程实验。今年，课改后首批毕业生接受了高考的考

验。过去3年来一直争议不断的新课改究竟给广州的高中教育

带来了哪些变化？学校、师生们对这一系列变化反响如何？

而在高考的考试制度下，新课改又面临着哪些尴尬？在昨日

的“广州市普通高中新课程实验暨2007年普通高考总结大会

”上，这些问题再度成为焦点。 本科上线人数首破两万 

从2004年启动伊始，广州的新课改就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一方面要适应新课改，一方面又要面对高考，学生会不会

成为白老鼠？今年6月，广州新课改后首批毕业生交上了一份

不错的高考答卷。 在考生人数增幅远大于招生计划增幅、广

东省全省上线比例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广州市上线率仍达



到81.55%，本科上线人数第一次突破两万人。而总分605分(相

当于标准分700)以上的高分段考生达到2276人，比去年净

增373人。 3年来，新课改给广州普通高中教育带来巨大的变

化： 变化一：老师更重视引导主动学习 根据调查，有85%的

校长认为，与课改前相比，“学校老师在教学方式上发生了

变化”，“比课改前更重视引导学生主动学习”；有50%以

上的学生认为要适应现在新课程的高中学习，最重要的学习

方式是“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 变化

二：评价学生不再只看成绩 根据调查，学生和教师都认为，

实施新课程后，在教学中“完全依据考试成绩”评价学生的

方式已经有比较根本的改变，55%的学生和71%的教师都认为

“以考试成绩为主，参考平时表现”是最主要的评价方式。 

变化三：课程内容更贴近生活 调查还发现，无论校长还是教

师，都把“课程内容与社会、生活更贴近”列为课改实现得

最好的目标，45%的学生都认为，高中三年学习过程中转变

最大的是“加强了对生活和社会的关注”。 [1] [2] [下一页] 

新课改四大争议 尴尬一：学生课业负担加重 课改后，出现了

一个预想不到的矛盾就是：学生的学业负担明显加重了。根

据问卷调查，79.6%的校长和61.4%的教师认为“学生的学业

负担比课改前更重”，69%的学生感到学习负担“很重”和

“比较重”。近十多年来，广州市绝大多数的高中一、二年

级基本上是没有利用双休日进行学生补课的。但从2005年开

始，高二甚至高一利用周六补课的现象有所增加。据估计，

课改后，广州市非毕业班中曾经利用双休日补课的学校约占

了1/3。 尴尬二：一半校长和老师不认同 “学习领域学科模

块”的课程结构是此次广州市普高新课改最大的亮点之一，



然而，调查显示，大多数校长、教师对于新课程设计的课程

管理模式和教学管理制度改革的认同度并不高。据调查统计

，约有一半的校长和教师对新课程将每学期分两段安排课程

，每段10周，其中9周授课，1周复习考试的课程管理模式持

否定态度。 尴尬三：选修课程学生难自主 此次新课改的亮点

之一是增大课程的选择性，力图实现“不同的人学习不同的

内容，不同的人达到不同的学习要求，不同学习的人成为不

同需求不同层次的人才”的目标。然而，目前的高考方案，

使选择在很大程度上成为了功利的博弈。有老师就反映，对

于那些“对高考没用的课程”，家长们却往往并不支持孩子

去选修。 尴尬四：“素质评定”流于形式 为促进学生全面发

展而设置的“学生成长记录档案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定

”，流于表面化和随意化。原本应该由学生自我保管的“成

长记录档案袋”却往往被保存在教师办公室或学校教导处。(

记者 雷燕 通讯员 何宇鸿) [上一页] [1] [2] 100Test 下载频道开

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