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_E6_95_99_E8_82_c76_530873.htm 什么是学制？学制确立的依

据有哪些？ 学校教育制度，简称学制，是指一个国家各级各

类学校的系统，具体规定着学校的性质、任务、入学条件、

修业年限以及彼此之间的协调关系。学制确立的依据是： (1)

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和科学技术发展的状况； (2)社会政治

经济制度和一个国家教育方针政策的要求； (3)学生身心发展

规律和年龄特征； (4)人口状况； (5)一个国家文化传统； (6)

国内外学制的历史经验。 3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体制改革

的基本思路是什么？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先后颁布了《中共

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中国教育改革和

发展纲要》(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1999年)和《国务院关于基础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2001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基本思路是

： (1)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把素质教育贯穿于各级各类教育，

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 (2)重视

和发展学前教育； (3)加强基础教育，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和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 (4)调整中等教育结构

，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5)改革高等教育招生与分配制度

，扩大高等学校办学的自主权； (6)对学校教育实行分级管理

，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高等教育实行中央、省市自治

区和中心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7)依法完善中小学教师和校

长的管理体制； (8)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

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



程； 第七讲课程 38.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是什么？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掀开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理念是： (1)倡导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改变课

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

，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

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2)重建新的课程结构。改变课程结构

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

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

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

性和选择性。 (3)体现课程内容的现代化。改变课程内容"难

、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

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

兴趣和经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4)倡导

建构的学习。改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

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

，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

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与合作的能力。 (5)形成正确的

评价观念。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

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 (6)促进课程

的民主化与适应性。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

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

生的适应性。 39.试分析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目标。

2001年6月，教育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掀开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目标是： (1)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基本任务 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以邓小平关于"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

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2)新

课程的培养目标 新课程的培养目标应体现时代要求。要使学

生具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精神，热爱社会主义，继承和发

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革命传统；具有社会主义民主法制

意识，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逐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具有社会责任感，努力为人民服务；具有

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环境意识

；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具有健

壮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养成健康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

式，成为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3)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①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

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

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 ②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

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

综合课程，以适应不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

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③改变课程内容"难、繁、偏

、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和学生生活

以及现代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经

验，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④改变课程实施

过于强调接受学习、死记硬背、机械训练的现状，倡导学生

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消息

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

流与合作的能力。 ⑤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



能，发挥评价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

能。 ⑥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实行国家、地方、学

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40.简述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容。 2001年6月，教育

部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掀开了新一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序幕。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内容

是： (1)明确区分义务教育与非义务教育，建立合理的课程结

构，更新课程内容； (2)突出学生的发展，科学制定课程标准

； (3)加强新时期学生思想品德教育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4)

以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为重点，建立新的教学方式，

促进学习方式的变革； (5)建立促进学生发展、教师提高的评

价体系； (6)制定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政策，提高

课程的适应性，满足不同地方、学校和学生的需要。百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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