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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法“新”在何处？

双击自动滚屏 发布者：信息中心 出版日期：2006-9-1 期数：567 阅读：413次

      今天，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开始实施。这是该法施行20年来的首次修

订，近1/4的全国人大代表连续3年为其修订提出议案，这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历史上是罕见

的。近日，教育部专门组织部分专家学者对新修订的法律进行了解读—— 

 
 
 

 

义务教育法“新”在何处？ 
 
 
 

□     袁乃娣 
 
 
 
 

义务教育由公共财政支持可设专项资金扶持民族地区 

 
 
 
      长期以来经费短缺是制约义务教育的重要因素，关键是没有建立起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各级政府经费投入责任不清。因此，这次在义务教育法修订时，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重要问题来

解决，几年来全国人大、国务院特别是财政部门和教育部门对这一问题都进行了大量深入的调查

研究。 

 
      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教育室主任侯晓娟认为，实施义务教育，政府负首要责任。修订后

的义务教育法第二条规定，国家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用公共财政支持义务教育发

展，明确了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的基本内容。法律规定义务教育经费由各级政府共同承担，省

级政府负责统筹落实，各级政府分项目、按比例分担。 

 
     “比起‘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政府可以在更大范围、更高层次上统筹协调。这样有利于

促进本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有利于本地区的均衡。”侯晓娟说。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还规定，国务院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可根据实际需要，设立专项资

金，扶持农村地区、民族地区实施义务教育。侯晓娟认为这一规定体现了党中央的“三农”政策

和民族政策的精神，有利于加快农村地区和民族地区的义务教育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的一大措施。 

 
      据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副司长杨进介绍，在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的版本后面附有国务院《关于

深化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改革的通知》，从2006年到2010年，各级财政特别是中央和省

级财政要保证2182亿元，小学生公用经费每人一年300多元，初中500多元。 
 
 
 

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规定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是我国教育事业的一场深刻变革，关系到培养什么人、怎么培养人的大问

题。多年来，素质教育已取得了一些重要成果和成功经验，但也碰到不少阻力和问题。新修订的

义务教育法将素质教育上升为法律规定，要求根据学生身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

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度，注重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能力、创新能力和实践能

力，推进素质教育实施。义务教育法还对教育教学和教师予以专章规定，为推进实施素质教育提

供教育教学和师资保障。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劳凯声说，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对学校管理、教师教学等方面都做了专门

而相当具体的规定，这是国家希望通过规范办学来保证教学质量，改变影响素质教育推进的应试

教育倾向。所有这些都是基于推进素质教育，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出发的，这么具体的规定在以前

是没有的。  

 
      “新修订义务教育法的第三十五条明确写道：‘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根据适龄儿童、少年身

心发展的状况和实际情况，确定教学制度、教育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改革考试制度，并改进高

级中等学校招生办法，推进实施素质教育。’这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北京市海淀区中关

村一小校长刘畅说，作为教师，应该坚持“以学生为本”，关注和回应学生的情感体验和情感需

求，调整教育教学方法，最大限度地尊重、理解、关爱学生。作为学校，应该按照确定的教育教

学内容和课程设置开展教育教学活动，以达到国家规定的质量要求，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的质

量，推进素质教育。 

 
 
 

5处提及“均衡发展” 
 
 
 
      新修订的义务教育法明确各级政府应当合理配置教育资源，为保障适龄儿童、少年平等接受



义务教育的权利，促进教育公平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二十二条明确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

其教育行政部门应当促进学校均衡发展，缩小学校之间办学条件的差距，不得将学校分为重点学

校和非重点学校。学校不得分设重点班和非重点班。” 这将使所有的学生都能享受良好的、平等

的教育。教师在教育教学中也应当平等对待学生，因材施教，面向全体学生。这既体现了教育的

公平性，又能使学生从小就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培养良好的心理素质。  

 
      劳凯声认为要实现均衡发展，取决于两个条件：一是教育资源的总量必须增加。不能把优质

资源拉到差的学校去搞平衡，必须要增加总量，改造薄弱学校，使它达到均衡化。二是要在教育

内部，对教育资源的分配建立一种公平、合理的机制。这部法律对这两个问题都给予了非常大的

重视，而且规定了具体的措施。 

 
    在谈到政府保障教育均衡的责任时，教育部法制办副主任张文说，均衡发展真正体现在此次

修订之中，全文共有5处用了“均衡发展”这个词，整个国家对人的权利的保障，整个民族的素质

不是决定于最高水平，而是决定于最低水平，这次制定的均衡发展政策不是削峰填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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