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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建设是高等师范院校一项重要的基础性

工作
,

科学完备的教材体系是完成教学任务
、

实现

培养目标
、

造就高素质人才的必要保证
,

从这个意

义上讲
,

教材质量的优劣
,

将直接影响到人才质童

的高低
。

因此
,

教材建设作为高等师范院校的基础

性工作意义重大
.

一
、

高等师范院校教材改革的必要性

(一 ) 现行教材体系存着诸多弊端
,

不能全

面反映培养目标
,

不能适应新时期高师教育改革和

发展的需要
,

因此
,

对原有教材体系改革势在必行
.

我国现行教材体系
,

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

成和发展起来的
。

其主要弊端表现为 ( l) 理论性

太强
,

内容过深
,

研究方向过狭窄
,

体系庞大
,

内

容冗繁
,

严重脱离中学实际
,

缺乏实用性
;

(2) 高

师院校教材的编写没有体现高师特点而一味照搬综

合性大学的教材
,

重学术
、

轻师范
,

不能全面反映

培养目标
; (3) 教材内容陈旧

、

缺乏创新
,

没有时

代特点
,

缺乏现代意识
,

与飞速发展的科学技术和

信息时代差距甚大
.

这些弊端的存在
,

要求必须对

教材进行改革
。

(二 ) 高师院校的全面改革
,

尤其是教学内

容改革
,

会对原有的教材体系带来冲击
,

进而推动

教材改革
.

教材是对教学内容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

是系

收稿日期
: 200 小06一 18

统化的教学内容
,

教学内容改革的最直接的结果最

终应该体现在教材建设上
。

因此
,

教学内容的变化

与调整必然会使教材发生变动
,

进而推动教材改

革
。

当前
,

在全国高师教育领域
,

掀起了
”

面向 21

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
”

的热潮
,

改革传统

的教学内容
,

科学构建适应 21 世纪科技发展和基

础教育改革发展大趋势新的教学内容
,

已经成为高

师教育教学改革的重中之重
.

许多课题己经取得 了

重大成果
。

改革后的教学内容和所取得的重大成果

必须通过教材这一载体得以固化
.

面对这样一种新

形势
,

需要我们打破传统教材的知识结构体系
,

按

照改革后的新的教学内容来组织编写教材
.

做到教

材改革与教学内容改革同步进行
.

二
、

教材建设的基本要求

(一 ) 改革后的教材体系
,

在内容上必须体

现
”

高
、

精
、

新
”

的特点
。 ”

高
. ,

是指教材建设
,

起点

要高
,

质量要高
,

避免过去教材建设中存在的水平

重复现象 ; ”

精
”

是指在内容组织上要改变过去教材

体系中存在体系庞大
、

内容冗繁
、

教材越编越厚
、

严重脱离中学实际和缺乏实用性的现象
,

要科学合

理设计教材内容
,

体现
”

少而精
”

的特点
,

正确处理

经典内容与现代内容的关系
,

做到简繁适宜
; ”

新
”

是指教材建设要有创新意识
,

体现时代特点
,

要保

持教材内容的先进性
.

随着高新科技的迅猛发展
,



世界逐渐走向信息化
、

知识经济初见端倪
,

全球知

识更新迅速
,

各个学科新成果不断涌现
。

因此
,

改

革后的教材在内容上要反映本学科最新研究成果
,

要进入本学科前沿
.

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二 ) 教材建设要全面反映培养目标
,

为培

养目标服务
.

未来的中等师资
,

一方面要具有一定

的专业理论和知识
,

另一方面更要有一定的教育教

学的实际能力
.

特别是 目前
,

基础教育面临着从应

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的形势
,

对中等师资的素质

规格的要求了越来越高
。

因此
,

对高师教材建设提

出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
.

如何更好地为培养目标服

务
,

是高师教材建设中的一个核心问题
.

未来的高

师教材必须要密切同中等教育的联系
,

面向中学实

际
,

一方面注重培养学生基本理论和知识素养的内

容
,

给学生一个完整的知识结构
;

另一方面还要注

重提高学生实际能力的内容
,

改变过去教材中存在

的理论性过强
、

内容过深
、

研究面过窄
、

内容冗繁

的弊端
.

特别是在专业课内容的设计方面
,

更要面

向中学实际
,

找出本门课程与中学相关课程在知识

体系上存在的相关知识点
,

要使每门教材都能在实

现培养目标
、

造就合格中等师资方面发挥其应有的

作用
.

(三 ) 改革后的教材体系
,

要真正体现高师

性特点
.

在注重学术性的同时
,

更注重师范性
,

做

到学术性和师范性统一 说到底
,

高师院校是一种

职业教育
,

其培养目标与综合性大学是不同的
。

高

师院校的培养目标就是为基础教育培养合格的中等

师资
.

因此
,

高师院校的教材建设应该体现高师教

育的特点
,

反映高等师范教育规律
,

而不应该一味

地向综合性大学看齐
。

(四 ) 教材建设要与现代教育技术相适应

随着现代教育技术
、

电子技术
、

网络技术在

教学中的广泛应用
,

作为知识的载体己不单纯地只

局限于书本
,

在教材建设方面则表现为教材品种的

多样化
。

投影
、

多媒体教学
、

C AI 课件的广泛使用

促进了教学手段的现代化
,

与此相适应的教材建设

也应开发如音像
、

光盘
、

计算机软件等多种形式
,

相对于传统书本教材
,

新型的教材则表现为信息量

大
、

内容更新
、

具有时代性
、

更能容易让人接受的

优点
,

因此
,

今后教材的开发应正确处理好传统教

材与新型教材的关系
,

把开发多种类的新型教材作

为今后教材建设工作的努力方向
。

总之
,

改革后的教材应该是基础宽厚
、

结构

精良
、

内容先进
、

繁简适宜
、

种类繁多
、

具有高师

教育自身特点
、

全面反映培养目标的教材体系
.

三
、

教材建设的过程

从高师院校教材的来源看
,

一类是来源于上

级主管部门推荐使用的统编教材
,

另一类是来源于

各高师院校的自编教材
。

因此教材建设也应包括两

方面
:
一是统编教材建设

:
二是自编教材建设

。

统

编教材是指上级主管部门组织编写的经过实践证实

具有完成知识结构和科学体系的
、

高质t 教材
.

它

直接由上级主管部门推荐到高师院校使用
。

这类教

材建设的重点主要应放在教材的选择和使用上
,

各

高师院校可根据本校的实际
,

精心选择适合自己需

要的统编教材
,

并在使用中
,

悉心研究
,

注意总结

教材中存在的优
、

缺点
,

并将有关信息及时反馈给

推荐单位或出版社
,

以便在再版时做以必要的修

订
。

自编教材则是各高师院校根据本校教学内容

和课程体系改革的实际情况
,

而 自行组织编写的那

部分教材
.

这类教材建设的重点应放在建设的过程

管理和质量评价上
。

自编教材建设工作是一项十分

复杂而又艰苦的工作
,

要经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

程
.

因此在自编教材建设中
,

需要特别注意的工作

环节主要有
:

( l) 按照每门课程在实现培养目标中的作用

和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地位
,

逐步形成本门课程教学

内容纲要
,

全面概括课程教学内容的深广度
,

要对

课程内容提出明确要求
,

克服以往陈旧
、

落后的弊

端
,

避免重复和繁琐
,

要注意吸收学科前沿知识和

学科新成就
,

使形成的教学大纲在内容上体现出革

新精神
。

教学大纲是课程教学的基本依据
,

对课程

教学具有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
,

同时
,

又是学科教

材的主干
,

教材的编写一定要反映教学大纲的要

求
。



(2 )各门课程的任课教师围绕教学大纲所规定

的各知识点
,

精心组织本门课程的教学内容
,

参照

有关教学资料
,

形成内容详实的教案
.

(3) 教师在实际教学过程中
,

注意总结教学

经验和教学方法
,

找出现存教案中存在的差距和不

足
,

不断修定和完善教案
,

使教案日臻成熟
.

通过

教案修定和完善形成系统的讲义
。

讲义经过实践

后
,

形成教材
.

在整个自编教材形成过程中
,

要注意发挥群

体优势
,

进行校际间的联合
,

共同攻关
,

要体现高

起点
、

高质量的特点
,

编写出真正能够反映教学大

纲要求
、

内容的思想性和科学性统一的
、

充分体现

高师教育特点的自编教材
。

同时
,

自编教材要反映

各高师院校的学科优势和特色: 注意填补本学科空

白 ; 注意解决原有教材的不足
,

处理好经典内容与

创新知识的关系
。

尽量避免自编教材建设中出现的

那种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倾向
.

总之
,

教材建设工作是高等师范院校的一个

复杂的系统性工程
.

尤其是在面向 21 世纪
,

科学

构建高师院校课程体系和教学内容的今天
,

教材建

设工作更是尤为重要
.

因此
,

只有加强教材建设工

作的领导
,

不断提高教材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的认

识
,

建立健全管理机构和各项规章制度
,

认真做好
”

编好书
、

用好书
”

这项工作
,

并将教材工作纳入各

高师院校改革与建设的整体规划中
,

才能使教材建

设工作真正落到实处
,

抓出成效
。

作者简介
:

张德才
、

王海鹏均为牡丹江师范学院教

务处
,

千部
。

贵任编辑
:

乔淑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