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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在西部农村落地难生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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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在西部农村落地难生根？ 
 
 
 

本报记者  肖静芳 
 
 
 
      我国的新课程改革自2001年推行以来，一直是教师、教育专家们议论的焦点。在西部农

村，由于新课程带来了一场全新的革命，教师们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新课程上了，但是记者从

近日在北京举行的“西部农村教育发展论坛”上了解到，新课程在西部农村推行，仍然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  

 
 
 

    立交桥、比萨饼等，别说农村学生闻所未闻，连老师都没见过  
 
 
 
     “我是这几天来北京才知道了什么是立交桥，以前根本无法向学生解释。”甘肃省靖远县三

滩中学的陆建娣老师说。她说，新课程里出现的很多词汇，如比萨饼、超市、打折销售等，在城

市孩子看来是司空见惯，可是对西部贫困地区的农村孩子来说，简直是闻所未闻，很多东西连老

师都没见过，更别说向学生解释了。  

 
      其实，新课程设计的“城市化”，一直是它受到诟病的原因之一。很多西部农村教师反映，

编写新课程的学者都是长期生活在北京等大城市的专家，因此教材内容往往与农村实际情况相去

甚远，这给农村教师的教学带来了不小的难度。  

 
      立交桥、比萨饼等词汇还只是新课程“城市化”的一个方面。此外，像新课程教学所要求的

器材配备，如多媒体设备等，在城市比较普及，可是对于连基本教具都缺乏的贫困山区、农牧区

而言，简直就是一种“奢侈”。很多课程内容通过多媒体显示能让人一目了然，而农村老师没有



教学挂图、投影片，只能“纸上谈兵”，因此，出现了“启而不发”的现象。  

 
      此外，新课程内容的教学起点也是以城市为标准的，最明显的体现在英语教学中。城市学生

在小学阶段就开设了英语课，因此初中的新课程就跳跃了最基础的那段内容，但是农村小学根本

没有开设英语课的条件，导致学生在中学跟不上。甘肃省天水市杨庄中学的朱校长说，有40%的

辍学学生是因为学习跟不上。  

 
     “新教材对城市的孩子问题不大，对农村孩子问题就多了。我们应该有更好的自己的教

材。”四川省大英县实验学校教导主任何平说。在“西部农村教育发展论坛”上，有教育专家表

示，他们也在考虑是否有必要专门为农村编写一套教材。  

 
 
 

    农村并不缺乏资源，关键是老师怎么运用  
 
 
 
      针对新课程内容“城市化”的问题，也有一些教育专家提出：“城市化”的词汇只是新课程

的“皮毛”，其实只要领会了新课程所倡导的精神实质，农村也可利用好现有的资源，进行课程

改革。  

 
     “一个农村老师用一颗花生就可以让学生观察一下午。”南京师范大学教授郝京华举例说，

给学生每人一颗花生，让他们观察其形状、颜色、大小，摸它、闻它、画它，直到所有的花生混

在一起，看谁能最先找出属于自己的那颗。在教学过程的不断推进中，让学生自我深化对一件事

物哪怕是细微事物的观察认识，这就是新课程的理念，而不在于过程中用的是什么道具。  

 
     “农村确实没有立交桥、超市，但是有山有水有很多植物和动物，有时甚至比城市的资源更

丰富，关键是农村老师树立什么样的资源观,是对周围的资源视而不见呢，还是根本不会用？”郝

京华说。  

 
      其实，农村也有不少老师是善于利用资源的。在“西部农村教育发展论坛”上，一些来自农

村的基层教师就讲到，学校不能用多媒体演示分数，他们就用让学生自己切土豆的方法，通过横

切、纵切，来领会1/2、1/4；用削萝卜的方法做正方体、长方体；用“水稻田两边平齐的沟”代

替书本中的“铁轨”向学生解释什么是平行线……  

 
     “新课程要求农村老师有加工信息、发散思维的能力，但目前很多偏远的农村老师由于学

历、经验等的局限，无法做到这一点，因此在农村加强对老师的培训力度，才有可能保障新课程

顺利实施。”甘肃西和县北川中学副校长祁团说。  

 
 
 

    新课程可以在西部农村开展得轰轰烈烈  



 
 
 
      尽管新课程设计存在“城市化”之弊，但来参加“西部农村教育发展论坛”的西部农村基层

教师仍表示，比起旧教材，他们还是更青睐新课程，因为新课程能调动学生的动手、动脑能力，

发挥其自主性和创造力。  

 
     “农村硬件设施缺乏，教育底子薄，这是我国农村教育的历史欠账问题，不能把这个算到新

课程头上。”教育部课程中心主任助理刘坚说。他认为，新课程目前在西部农村地区推行面临一

定难度是无庸讳言的，但是新课程无疑也带来了可喜的变化，而且今后它是可以生根发芽的。  

 
      刘坚举了一个他在宁夏灵武的乡村学校看到的例子：一堂数学课上，老师讲勾股定理，一个

学生在下面说，这个定理好像不对。老师说，那你说说哪儿不对？学生说了两句说不清楚，就说

到黑板上去演算。说着，他自己上台去做，做着做着不对劲了，才承认书上是对的，并坦然走下

台去。  

 
     “我们的新课程再推行10年、20年，每个学生都有了这样的民主参与意识，课堂上可以随意

向老师发问，那我们的改革就算成功了。”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院院长褚宏启说。 

 
 
 
 相关链接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为了实施跨世纪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20
01年，我国开始推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其具体目标是：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精选终身学习必备

的基础内容；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构建重基础、多样化、有层

次、综合性的课程结构；创设有利于建立新型学习方式的课程实施环境；建立与新课程相配套的

评价机制，改进校内评价；赋予学校合理而充分的课程自主权，为学校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

因地制宜地开发学校课程和学生有效选择课程提供保障。  

 
      新课程改革要求在课程结构上，推行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义务教育课程，小学阶段以综合课

程为主，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高中以分科课程为主，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

设置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开设技术类课程，积极试行学分制管理；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

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农村中学课程要为当地社会经济发展服务，在达到国家课程基本要求的同

时，可根据现代农业发展和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因地制宜地设置符合当地需要的课程。  

 
      新课程改革要求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应与学生积极互动、共同发展，处理好传授知识与培养



能力的关系，注重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引导学生质疑、调查、探究，在实践中学习，促

进学生在教师指导下主动地、富有个性地学习。教师应尊重学生的人格，关注个体差异，满足不

同学生的学习需要，创设能引导学生主动参与的教育环境，激发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培养学生掌

握和运用知识的态度和能力，使每个学生都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同时，大力推进信息技术在教学

过程中的普遍应用。  

 
      新课程改革要求在教材开发上，应有利于引导学生利用已有的知识与经验，主动探索知识的

发生与发展，同时也应有利于教师创造性地进行教学，教材内容的选择应符合课程标准的要求，

体现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反映社会、政治、经济、科技的发展需求；教材内容的组织应多样、生

动，有利于学生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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