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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课程标准修订英语课程标准修订

课改中必须明确的问题课改中必须明确的问题

英语课改中国特色英语课改中国特色

中小学管理与校长素质中小学管理与校长素质

英语课改国际视野英语课改国际视野



英语课标修订

               

                第一

节

        英语课程标准

修订

            说明了什

么？



缘起和进展：从国家修订新课标说起

•• 20072007年年44月月55日，为期两天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会在北京万日，为期两天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修订会在北京万
寿庄宾馆召开，教育部、中科协等有关领导、各学科课程标准寿庄宾馆召开，教育部、中科协等有关领导、各学科课程标准
研制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姜沛民司长研制组专家出席了会议，会议由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姜沛民司长
主持。主持。

•• 中国科技界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中国科技界十分关注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在义务教育课程标准
修订工作中，有许多院士参与了进来。修订工作中，有许多院士参与了进来。

•• 学生的体质全社会要高度重视，要重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把学生的体质全社会要高度重视，要重视青少年的健康发展。把
青少年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课程标准也要进一步修改，在青少年体育工作放在重要位置。课程标准也要进一步修改，在
全国范围动起来，重视体育工作。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全国范围动起来，重视体育工作。这是推进素质教育的重要抓
手，也是一项指标。要让学生每天多锻炼手，也是一项指标。要让学生每天多锻炼11小时，多睡小时，多睡11小时。小时。
体质问题上我们要解决的是体育教育。体质问题上我们要解决的是体育教育。



国家高度重视课程改革和课标修订

国家高度重视

    教育要优先发

展，教育投入要占
到GDP的4%。这个
数字表明了中央将
教育放在优先发展
战略地位的决心。
中国要走一条科教
兴国的路。

  教育部、中

科协等有关领
导、各学科课
程标准研制组
专家出席了会
议。



课程改革要坚持科学发展观

高度重视

发展战略方针

科学发展观

    周济部长在

讲话中指出，国
家高度重视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的
修订工作，这项
工作现在是最重
要的。

    教育发展的

战略方针是：普
及、发展、提高
。
   即普及义务教

育、发展职业教
育、提高高等教
育。

    周部长对课

程改革给予了肯
定，并强调，课
程改革要贯彻党
的教育方针，坚
持科学发展观。



确定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新的课程标准

根据基础教育根据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的课程改革的
总体规划总体规划
进行工作进行工作  

是转变人才培养模式
提高教师专业素质的核心环节 

加快发展步伐
关注质量的提高

关注学生的全面发展 

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加强
素质教育的要求素质教育的要求  



关键环节 、重要措施 、艰巨任务

着眼于经济社会
发展的现实需要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提出的重大战略任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全局出发 

面对新世纪的
紧迫挑战和经济全
球化的发展需要 

实施素质教育 

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 

整体提高教育质量 



课程标准凝聚了多方的关心、支持与智慧 

新课程顺利推进 

方向和成果
得到了普遍认同 

验证、探索、改革 

•  2001年，党

中央、国务院
批转了《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
纲要（试行）
》
•  全国1.7亿

义务教育阶段
的学生全部使
用新课程 

• 义务教育阶段

２２个学科的课
程标准 

• 对２０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课程
改革情况进行了
比较研究 

• 各学科领域的

院士、专家、学
者先后审议了课
程标准

中宣部、外交部等参与审议 

大学、研究机构和
教学一线的专家、教师直接参与 



基于实践的基础上的调整、修改与完善

调研中各方面
对课程改革的

反映 

以人为本   和谐发展

思想道德建设
主课堂主阵地主渠道

得到不断加强 

校园文化开始发挥
潜移默化的育人作用 

继承我国的教育传统
合理吸收了发达国家

的经验 

教学方式、学习方式发生
积极而深刻的改变 



创造实施素质教育的宽松环境

考试内容考试内容
形式的多样化形式的多样化  

多元录取多元录取
制度改革制度改革  

学校学校
自主招生自主招生  

综合素质综合素质
评价评价  

等级制等级制
方式呈现方式呈现  

招生考试改革

为实施素质教
育

创造宽松的环
境 



实施素质教育的有效途经与保障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 

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总体需求 

符合国情的教育规律和途径 

教师实施素质教育的能力和水平 

合理配置义务教育资源 

保障措施得力
确保义务教育
经费“三增长” 

改革方向普遍
认可新课程成
为重要载体 

师资培养
培训作为
工作重点 

有200多万名教师参加了培训 

普及义教、发展职教、提高质量

各级政府应当将义务教
育经费纳入财政预算 

规范教学内容 严格课
程管理 明确考核要求 



享有平等的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

经费投入经费投入  师资力量的配置师资力量的配置  资源管理以及监督资源管理以及监督  

预算倾斜预算倾斜
资经扶持资经扶持
支援实施支援实施

均衡配置均衡配置
巡回流动巡回流动
引导鼓励引导鼓励

均衡发展均衡发展
评估分析评估分析
督导检查督导检查



义务教育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场所

以学生为本

规范义务教育规范义务教育
教科书的编写、教科书的编写、
出版和发行出版和发行  

加强教师培养加强教师培养  

保障教师待遇保障教师待遇  

加强教师管理加强教师管理  

明确教师要求明确教师要求  

规范规范
学校收费学校收费  

保障保障
学校安全学校安全  



六年课改给我们的启示

1．新型公民素质发展
的核心在于“品德” 

6．养成和
谐的个性 

2．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成为新型公民
素质发展的重点 

3．科学与人文
素养并重 

5．形成终身
学习的基础 

4．环境意识的培养
成为突出亮点 

启示



我国课程发展的历史轨迹

1

近现代我国课程改
革经历了由私塾到
学堂、由四书五经
到学科中心、由传
道授业解惑的知识
能力本为到建构主
义人本主义的进步
和发展。

2

近20年我国课程改
革研究大致经历了
起步、拓展和深化
三个阶段 ：起步
阶段（1978－1985）
拓展阶段（1986～
1993）深化阶段
（1994～1999）  

3

新世纪课改课程改革
的动因、条件、过程、
内容、模式等方面，
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确立了我国课程发
展的三维结构。一是
知识与技能，二是过程
与方法，三是情感、态
度、价值观。

三大历史进程 三个发展阶段 三项重要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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