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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工作者来说，还在实验和探索过程中，还存在一些矛盾

和冲突，教师们正在诸多的矛盾与冲突中摸索着、尝试着、

实践着，脚踏实地地前进着。 冲突一：教师角色的新理念与

旧观念 现象：教师们叫苦连连，现在的学生“真难教”，言

不听，计不从，甚至有的还敢顶撞教师，与教师作对。 反思

：当今的中小学教师，在很大程度上扮演着知识的“传播者

”和道德“传教士”的角色，学生是书本和分数的奴隶，惟

师是从。这种现象反映出教师在处理师生关系中，师道尊严

的传统教师观根深蒂固，习惯于过去学生的绝对服从和教师

的绝对权威，而对新课程中要求的发展学生的个性和民主平

等的新型师生关系很难把握。 来源：百考试题 在这种情况下

，教师首先应该放下架子，放弃教师至上的尊严。还应着眼

课堂教学改革，把学生放在主体地位，通过引导、点拨、讨

论等多种形式，使学生从内心需要出发忘我地参与到教学活

动中来。特别是要有意识地留出“时间空白”，让学生以充

分的思考、质疑等自主性活动去填补，形成师生相互交流、

其乐融融、共享民主的现代型“师生场”。 冲突二：减负与

增效 现象：有很多教师叹息新课程“减负难”。新教材里的

双基训练习题的减少，会导致巩固双基的目标弱化；一节课

上完了，课后的习题也处理了，作业也没了，负担减轻了。

可新的问题来了，动不动就有家长打电话到学校责问，现在

孩子放学回家怎么就没有作业了，这样能保证质量吗？ 反思



：以上是来自教师和家长的声音，真实反映了减负的现状。

一部分习惯于应对考试而强化训练、题海战术的家长、教师

担心减负会减效，使教师、家长处在减负与增效的矛盾中。

减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有人把减负简单地理解为减少

课时、减少题目、减少乃至取消考试、取消作业，以为这样

就完成了减负的任务。实际上，减负是减去那些过度重复、

机械、低效或无效及惩罚性的课业负担，力图建立一个更加

优化的教学体系。要通过优化，通过减负，达到增效的目的

。来源：百考试题 减负必须处理好作业与“减负”的关系。

除文化课应有的书面作业外，学健体的作业，学劳动的作业

，学审美的作业等都需要。几个孩子在一起玩，良好的合作

和思想交流，这是学做人的作业；观看适合的影视节目，既

是德育作业，又是美育作业；小发明、小制作、小饲养等，

既是实践性作业，更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作业。这

些作业不仅不能减，还要增加，在限制学生课业的数量负担

，协调各学科的课业负担的同时，应根据学生的接受能力的

不同，增加作业的个性与可选择性。 冲突三：传统的教学管

理与教学创新 现象：有教师认为新课程已经实施几年了，可

教学管理的模式却没有根本转变。比如对备课的管理仍然倾

向于标准化与统一化，单元课时进度要统一、课时教案模式

要统一⋯⋯这些现象使备课趋于形式化，教师每学期必须要

写满满的一大本，写少了还要被冠以备课简单的帽子。这些

僵硬的备课管理要求，使备课成了教师沉重的负担，失去了

教师教学特色，阻碍了教师的教学创新。 反思：新课程的实

施，并不只是一个单纯的教学问题，应是整个学校教育的全

面改革，特别给学校教学管理提出了新要求。但一些教育管



理人员，由于缺乏对新课程的深刻思考，教学管理仍停留在

考试管理、分数排队层面上，这有悖课改精神。来源：百考

试题 要改变这种状况，鼓励教学创新，坚持以人为本的管理

原则，首先管理者应按照新课程理念，尊重教师，重视唤起

教师的工作热忱和创造欲望。其次需建立起以新课程为导向

的科学、高效的学校教学管理制度。在教学管理中，要坚持

“教学有法，教无定法”的原则，鼓励教师求实创新，博采

众长，形成自己特有的教学风格，应少“刚”性，多“柔”

性，让教师在自由的学术气氛和宽松的教学环境中才华得以

施展。教师不仅要“传道、授业、解惑”，还要“求实、求

真、求新”。一堂课怎么教，学生怎样学，只有根据各班学

生的学情，发挥教师的创造性，才能收到良好效果。若机械

地强求绝对统一，教师没有个性、学生没有特色，更谈不上

使课堂充满活力和培养学生的创造力。 冲突四：发展性评价

与传统分数 现象：由于各类招生是以考试分数为主要标准，

导致人们对教育工作评价的主旋律是看学生分数和升学率，

从而使发展性评价受到传统分数的制约。 反思：这一棘手的

社会现实深刻地反映出分数仍是目前社会评价教育、家长评

价学校、领导评价教师、教师评价学生的重要杠杆，它显然

与新课程中的发展性评价观相矛盾，同时也充分地暴露了新

课程实施中：（一）学校教育评价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由

于目前学校评价的改革与新课程的要求还存在很大差距，社

会及教育行政部门对学校教育评价制度改革的信心不够。（

二）教师评价制度改革滞后。传统的教师评价，主要看教师

所教班级学生的考试成绩，忽视教师的发展性评价和教师与

教师之间的协作，评价主体是一元的，基本上是校长和教研



员说了算，教师、学生和家长很少参与到对教师的评价，这

使得教师评价存在很大的不公正性。（三）学生评价制度改

革滞后。大多数学校对学生的评价仍停留在只注重考试分数

。 要扭转这一局面，一是各级人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

、各级各类学校要高度重视。来源：百考试题 主动学习并大

力宣传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要意义，使其深入人心，真正

使社会、家长、学校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形成合力，构筑坚

实的基础。二是全面改革各类考试招生制度，建立新的评价

体系。要建立新的评价体系，树立新的教育观、人才观和评

价观，真正实现考试多样化，使教师和学生有展现特长和潜

能的机会。三是建立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共同参与的多

元化评价制度；不仅评价学业，同时评价情感态度、价值观

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 冲突五：现代化教学

手段与传统教具 现象：许多优质课竞赛可谓是一个课件的大

展赛，黑板、粉笔等传统教具成为了教室内的饰物，黑板干

脆成了“空白板”。纵观这些课件却发现：有的课件不过只

起到小黑板的作用；有的课堂干脆成了“放电影”，教师成

了放映员，鼠标点点，小棒指指，学生成了地地道道的观众

；有的教师把课件做得五彩缤纷，以为这样可以吸引学生的

学习兴趣，结果适得其反，学生的注意力反而被鲜艳的色彩

所吸引，忘记了听课，忽略了课堂教学中应掌握的知识；有

的教师为了展示精心制作的课件放弃了学生的动手操作、自

主探究；有的课件因制作粗糙，链接不好，弄得教者手忙脚

乱，反倒被动。来源：百考试题 反思：现代信息技术应用于

教学，确实为学生的学习和发展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教育环境

和有力的信息工具，但在本质上它只是一种认知辅助手段和



工具，必须为教育教学服务，不能成为课堂的主宰，那种完

全用课件的演示取代教师的讲解和学生的活动、甚至完全取

代我们的传统教具，用事先设计好的课件引领动态的课堂，

阻碍学生思维发展的做法甚为不妥。 冲突六：课程开发与资

源有限 现象：有的老师说，教材内容太少，十五分钟就讲完

了，不知道干什么；也有的老师说课文这么多，课时不够；

还有的老师一个劲儿地抱怨：课程资源缺乏，无法创设丰富

的教学情景，也难以实现合作与交流。 反思：以上教师的发

言表明教师在新课改中缺乏课程开发的意识，不清楚什么是

课程资源，更不知道如何去开发资源，而将课改中遇到的困

难简单归结为课程资源的匮乏和有限，甚至有的地方和学校

把课程开发仅仅理解为编校本教材。来源：百考试题 问题并

不在于资源的短缺，而在于课程资源开发意识不强和能力不

足。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当树立鲜明的课程资源观。课

程资源也称教学资源，就是课程与教学信息的来源，或者指

校内校外一切对课程和教学有用的物质或非物质资源。教师

要彻底改变学校是唯一课程资源的观念，一篇新闻、一段广

告、一盘菜、一个小笑话等等都可能为教学服务，这些资源

直接来自于生活，学生会感到亲切，因此加强课程内容与现

代社会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倡导学生动手实践、主动参与、

探究发现、合作交流十分重要；其次应将视野投向整个社区

，广开思路，大力拓展，尽可能发掘学生、教师、班级、学

校周围的自然、社会、人文资源；充分发挥现代视听技术、

信息技术和互联网等技术手段在课程资源建设中的作用；拓

宽校内外课程资源及其研究成果的分享渠道，提高使用效率

，使课程资源在不断地收集、筛选、整理、利用的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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