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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生将进入新一轮课改实验。近日，在北京人大附中第九届

科研年会上，教育部基教司副司长朱慕菊用“一项重要的历

史使命”来评价新课改，并向参会学校的老师作了新课改的

政策解读。 学校课程要随社会的进步而改革 “社会每天都在

发展，教育每天都在发生，人才的培养必须跟上社会的发展

，因此，教育的改革是没有尽头的。” 朱慕菊说，当今的21

世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另外经济的全球化，给教育提出

了新的命题。如何培养在新时期具有良好素质和竞争力的新

一代，是事关国家前途和民族命运的大事，也是基础教育义

不容辞的责任。 “我们以往的课程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压抑

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另外也未能把学生综合素质和能力的培

养提高到相当的高度，这与教育要不断发展的理念是相违背

的，因此必须改革。”朱慕菊提到，课程改革是基础教育的

核心，是实施素质教育的核心，因此新课改势在必行。 人才

培养观念和方式应新课改而变 “课程改革了，就意味着我们

的人才培养观念和方式也应该相应改变。”对此，朱慕菊从6

个方面解析如下： 在课程功能改革方面，朱慕菊说，这项改

革强调了课程的功能要从单纯注重传授知识转变为体现引导

学生学会学习、学会生存、学会做人。尤为重要的是强调要

在学习知识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培养学生正确的价值观、人

生观和世界观。这种过程将深刻地影响学生思想道德的形成

，影响他们人生的抉择。 在课程结构改革方面，朱慕菊说，



这项改革强调的是课程的综合性，课程设置既注重根据学生

的经验组织教育内容，也注重了学科内在的逻辑。同时，在

课程结构的改革中设置了综合实践活动课为必修课，以加强

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改变学校封闭办学、脱离

社会的不良倾向，同时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 在课程内容

的改革方面，朱慕菊说，新课改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

、旧”和偏重书本知识的现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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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知

识和技能。 关于课程的实施、引导学生学会学习方面，朱慕

菊说：新课改倡导学生主动参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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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求各位老师

发挥自己的智慧，不断创新，不断发现。 在教育教学评价和

课程管理方面，朱慕菊提到：新课改的教育教学评价将有所

突破，要充分发挥评价的教育功能，而不能仅仅是作为筛选

与甄别的工具。另外，新课程还强调了课程管理的权限应根

据各级不同的责任与需要作科学合理的划分，以促进学校的

自由和个性发展。 新课改是个长期的、艰巨的过程 “课程改

革是个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过程。”朱慕菊坦言，新课

改是一项新生事物，所以中途可能会碰到很多困难，需要不

断地探索和实践，才能日臻完善。 据介绍，从目前已经进入

新课改的实验省区的情况来看，新课改的难点主要集中在评

价、选修课的开设、教材衔接以及教师观念转变等诸多方面

，尤其是高考成为困扰新课改的最大难题。“毕竟我们多年

来已习惯了高中对高考的追求，现在要大家马上接受课改的

确会有难度，学校有压力，老师有不适应，社会有不理解是



正常的。”面对老师们对于新课改的疑问和担忧，朱慕菊很

坦诚。 朱慕菊介绍道，目前在新课改的进程中，已经出现了

许多叫人欣喜的地方，譬如：在高考改革方面，一些省区已

经做出了大胆尝试，比如把学生的会考成绩和综合素质表现

纳入高考评价；在教材和教辅书方面，一些出版社和单位已

经开始致力于与新课程配套的书籍的开发和编写；在选修课

的设置上，一些实验省区已摸索出一些较为有效的方法，可

供参考⋯⋯ 朱慕菊说：“大家应该看到这些进步，也应该相

信新课改会朝着越来越好的方向不断发展。”她鼓励广大教

师，新课改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所以大家要充分发挥自己

的智慧，群策群力，出色地完成新课改这一重大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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