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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是我国基础教育发展关键的一年，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了 6

年，普通高中教育课程改革国家实验区实验了一轮。为了充分发挥全国教

育科研院（所）的研究能力，促进全国教育科研院（所）持续创新能力的提

升，形成全国教育科研院（所）良性协作的教育科研新机制，并逐步建立起

全国性教育科研数据库，同时，解决“十一五”期间国家教育面临的重大问

题，中央教科所于 2007 年年底将 2007 年度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300

万全部拿出，在全国教育科研院（所）中公开招标进行“全国基础教育十大

教育科研课题”研究。我所与江苏省教科院、辽宁省教科院分别竞标“中国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究与数据库建设”课题，我所获得成功并与其共

同协作完成。我所主要负责“西部民族地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究及

数据库建设”子课题研究，我们以甘肃省为研究样本，完成了“甘肃省义务

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等研究任务。

为了高效完成“甘肃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究与数据库建设”研

究任务，我所组织了强有力的领导班子和专家团队。在我省 14 个市（州）教

育局、教研部门的大力配合下，课题组对我省义务教育的现状进行了全面

调研，完成了《甘肃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究报告》和相关数据库建设

工作，收集了大量甘肃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的案例。同时，课题组还从

国家层面上完成了“教师的专业发展与校本教研制度建设”专题报告。上述

阶段性成果在中央教科所审查中，均获得通过并得到好评。

义务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合格劳动者、增强民族创新能力的基

础教育。有效推进义务教育课程改革对贯彻科学发展观、实施“优先发展教

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战略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西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处于十分重要

的地位，它的有效推进直接影响到全国基础教育发展的总体水平，是实现

前 言



教育公平的重要途径，也是实现社会公平的重要基础。

希望本书的出版能为我国西部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发展有所帮助，特

别是为我省义务教育的发展提供决策依据。由于水平有限，不足之处，恳请

批评指正！

编 者

2009 年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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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第一章 甘肃省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推进研究[1]

一 义务教育发展的背景、现状与问题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地区 ,面积大（46 万多平方千米）且东西狭长，自然条件

差，经济欠发达。全省共设 14 个市、州，辖 86 个县（市、区），人口 2600 多万，有 10

多个民族，地域差异显著。甘肃的基础教育步伐，特别是课程改革的发展，从 2001

年开始实验到 2005 年进入整体推进阶段，已取得初步成效并总结出一些切实可

行的经验和办法。但同时，甘肃作为经济相对落后的省区，在积极推进和实施课改

的过程中，也存在并不断产生新的矛盾和问题。

（一）基础教育发展背景及现状

甘肃课改前的基础教育发展处在“普九”背景之下 ,从 20 世纪 80 年代迄今 ,在

20 多年的“普九”历程中 ,甘肃的基础教育从艰难起步到全面实施 ,从改革管理体

制到建立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从“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走

出了探索发展的坚实步伐。“普九”从 1980 年迄今 ,经历了五个阶段。

第一阶段 ( 1980— 1985 年 ) : 1980 年 12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

干问题的决定》和 1983 年 5 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改革农村学校教育若

干问题的通知》下文 ,标志着我国进入普及初等教育 ,进而普及初级中等教育阶段。

1985 年 ,全省有 23 个县 (市、区 )实现了普及初等教育 ,占全省县 (市、区 )总数的

26 . 44%。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89 . 22% ,在校学生 270 . 29 万人 ,普通初中

在校学生达到 80 . 72 万人。

第二阶段 ( 1986— 1990 年 ) : 1985 年 5 月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提出“有步骤地实行九年义务教育”。 1986 年 4 月 ,第六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

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并于当年 7 月 1 日起在全国正式实施 ,这标志着

我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制度的正式建立。甘肃自然条件严酷 ,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的主战场在农村 ,硬仗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因此 ,要本着实事求是、因地制

宜、分步实施、分类指导的原则，有计划、有步骤地务实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到

1990 年，全省有 44 个县（市、区）普及了初等教育，8 个县（市、区）基本普及了九年

义务教育。

第三阶段（1991— 2000 年）：1992 年 10 月，党的十四大提出，“到本世纪末，基

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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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扫除青壮年文盲，基本实现九年义务教育”。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全面普及九年

义务教育阶段。这 10 年，甘肃办学条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共修建中小学校

舍 684 ． 83 万平方米，农村最漂亮的建筑是学校，最优美的环境是校园环境。小学

适龄儿童入学率由 94 ． 4％提高到 98 ． 83％；小学毕业升初中的升学率由 81％提高

到 90 ． 98％；全省实现“普初”县（市、区）达 81 个；有 50 个县（市、区）实现基本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目标。

第四阶段（2001— 2005 年）：进入 21 世纪，国家在“十五”期间先后下发了《国

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

决定》、《国家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2004— 2007）》等一系列文件，我省义务教

育发生了四大变化。一是实行“以县为主”管理体制，推行农村税费改革，取消农村

教育附加费和教育集资，把义务教育管理的重心由乡镇移至县级政府，实现了从

“人民教育人民办”到“人民教育政府办”的历史性转变。二是实行“一费制”，开始

实施“两免一补”政策。三是国家通过转移支付解决了贫困地区教师基本工资的发

放问题，安排了部分危房改造资金，并在农村实施中小学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四是

国家开始实施西部地区“两基”攻坚计划，大力推进“两基”攻坚。中央给甘肃省每

年的转移支付资金中用于教育的达 4 ． 5 亿元，二期义务教育中央投入 2 ． 8 亿元。

省市县的配套资金也是近几年农村教育投入最多的时期。

第五阶段（2006 年至今）：2006 年，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98 ． 89％，小

学毕业生升学率达到 99 ． 61％。生均校舍建筑面积小学达到 4 ． 13 平方米，初中达

到 5 ． 62 平方米。中小学教师队伍建设得到加强，从事九年义务教育的教师 21 万

人，小学、初中教师学历合格率分别达到 97 ． 34％、93 ． 98％。全省实现“两基”的县

（市、区）达到 74 个，人口覆盖率达到 89 ． 42％。

表 1 甘肃省初中阶段有关数据比较

学校数（所） 招生人数（人） 在校生人数（人） 年辍学率（%）

2001年 1544 437788 1183272 3.28

2002年 1566 446951 1260298 2.98

2003年 1578 453109 1306024 3.20

2004年 1584 471039 1344797 2.42

2005年 1553 485890 1377671 2.50

2006年 1660 504419 1444489 0.82

项目年份

表 1 数据显示：初中阶段，学校数量、招生人数、在校生人数都在逐步增长；初中

学生的辍学率基本呈下降趋势，特别是 2006 年。从 2005 年开始实行“一费制”和实

施“两免一补”政策，到 2006 年初中学生辍学率显著下降，政策效应凸显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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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

表 2 甘肃省初中阶段专任教师有关数据比较

专任教师（人） 学历合格率（%）

2001年 61877 83.09

2002年 64127 84.81

2003年 65999 87.58

2004年 67566 90.25

2005年 70023 92.48

2006年 74025 93.98

项目
年份

表 2 数据显示：初中专任教师人数呈不断增加趋势，教师学历合格率逐年提

高。师资队伍的整体素质正在提升，为保证初中教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经过 20 多年的艰苦努力，甘肃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文

盲”的目标，有力推动了全省各级各类教育的全面协调发展，为甘肃省经济社会发

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和人才保障。在“普九”时期，也是我国经济社会快速

发展的历史阶段，甘肃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取得了世人瞩目的历史成就。

（二）存在的问题

1 .甘肃经济欠发达，农村人口比例大（占人口总数的 70％），少数民族多且分

布广，贫困程度较深，社会发育程度较低，教育基础薄弱。

表 3 1998 年甘肃省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小学 、初中学生入学率

名 称 初中学生 初中女学生 名 称 小学学生 小学女学生

全省平均 79 . 04 76 . 75 全省平均 98 . 20 97 . 42

玛曲县 11 . 84 12 . 90 玛曲县 58 . 22 59 . 38

夏河县 12 . 27 12 . 87 东乡县 75 . 26 55 . 17

卓尼县 18 . 35 17 . 57 碌曲县 82 . 99 72 . 31

宕昌县 21 . 60 19 . 47 广河县 88 . 00 76 . 00

临潭县 24 . 91 17 . 37 和政县 89 . 32 78 . 23

礼 县 25 . 74 20 . 87 舟尼县 89 . 39 84 . 40

东乡县 25 . 84 18 . 77 卓尼县 91 . 68 83 . 82

积石山县 26 . 39 20 . 37 临潭县 92 . 10 89 . 45

康 县 26 . 91 26 . 80 岷 县 93 . 19 86 . 29

入学率（%） 入学率（%） 入学率（%） 入学率（%）
名 称 名 称

3· ·



表 4 1998 年甘肃省部分地区中小学生年辍学率统计

县名称 初中学生 初中女学生 县名称 小学学生 小学女学生

全省平均 5 . 12 4 . 48 全省平均 2 . 19 2 . 37

积石山县 18 . 15 26 . 03 广河县 15 . 17 19 . 52

广河县 18 . 03 10 . 68 碌曲县 14 . 94 11 . 15

天祝县 16 . 37 15 . 38 临夏县 12 . 63 15 . 46

夏河县 15 . 38 9 . 82 舟曲县 12 . 15 7 . 75

康 县 15 . 37 15 . 01 和政县 12 . 09 4 . 28

张家川县 14 . 79 9 . 64 迭部县 10 . 36 7 . 53

卓尼县 14 . 17 4 . 21 积石山县 9 . 20 6 . 11

永靖县 13 . 85 16 . 98 康乐县 7 . 76 7 . 47

宕昌县 13 . 80 0 . 07 临潭县 7 . 39 3 . 92

华亭县 13 . 63 11 . 46 玛曲县 7 . 17 10 . 03

辍学率（%） 辍学率（%） 辍学率（%） 辍学率（%）
名 称 名 称

表 5 1998 年甘肃省部分县小学毕业生、 初中毕业生升学率统计

名 称 小学学生升学率（%） 名 称 初中毕业生年升学率（%）

全省平均 87 . 09 全省平均 37 . 36

礼 县 55 . 84 舟曲县 19 . 03

夏河县 61 . 81 康乐县 19 . 40

西和县 66 . 18 和政县 20 . 34

武都县 66 . 25 合水县 22 . 34

和政县 67 . 49 山丹县 24 . 46

陇西县 68 . 20 徽 县 24 . 47

渭源县 70 . 92 高台县 25 . 12

清水县 71 . 37 泾川县 25 . 26

临潭县 71 . 83 华亭县 25 . 28

天祝县 72 . 70 秦安县 25 . 60

表 3 至表 5 数据显示：辍学率高，巩固率低，教学质量偏低。除了入学率较低

以外，基础教育中的另一个较大的困难是辍学率高，巩固率低。比如甘肃省 1998

年小学年辍学率为 2 . 19%，有些县高达 15 . 17%；初中年辍学率为 5 . 12%，有些县

高达 18 . 15%，其中女学生辍学率最高的县其比率达到 26 . 03%。如此直接导致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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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中小学留级率高，升学率低，进而影响了其普及义务教育的进程和质量，使得已

经实现“两基”的地区有一部分也是低水平的。

2 .教师队伍的整体素质有待提高，师资力量分布不均，结构不合理，有待调整

和补充。

表 6 1998 年甘肃省部分县区小学 、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统计

名 称 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名 称 中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

全省平均 88 . 43 全省平均 77 . 23

环 县 67 . 14 舟曲县 37 . 16

北道区 78 . 39 东乡县 44 . 78

甘谷县 78 . 39 环 县 50 . 97

徽 县 78 . 74 甘谷县 53 . 01

华池县 78 . 76 和政县 55 . 46

宕昌县 80 . 34 广河县 56 . 10

宁 县 80 . 88 通渭县 57 . 71

广河县 81 . 43 张家川县 61 . 05

武都县 81 . 65 康 县 61 . 25

武山县 82 . 02 岷 县 62 . 00

表 6 数据显示：凡自然条件、经济基础较好的区域，教师学历合格率也较高；

而偏远且交通不便的山区、少数民族地区教师学历合格率较低。这使甘肃的基础

教育师资力量的分布表现出明显的不均衡性。一方面是部分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

学校教师相对过剩，同时又表现出农村、少数民族地区、山区、牧区、边远地区教师

的短缺，甚至部分学校无法按义务教育教学大纲开齐课程、开足课时。

此外，师资队伍专业结构不合理。各学校语文、数学、英语等学科师资数量充

足，学历合格率高，专业实力强；而其他学科特别是政治、历史、地理、生物等学

科，师资数量严重不足，突出表现为非专业教师任教现象极为普遍。从学历合格率

看，非专业教师达到了要求，但从任教专业看，则无任何基础，甚至没有经过最基

本的专业培训。致使这些学科仅仅满足了学校“开齐、开足课程和课时”的基本要

求，而教育教学则流于形式。

（三）积极开展课程改革是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的重要手段和有效途径
为落实中央开发大西北的战略决策，促进基础教育发展，积极参与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甘肃省适时成立了“西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旨在研究

国家课程标准在西北地区的实施；承担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任务；组织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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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地区基础教育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的研究、开发与实验；开发西北地区丰富的

课程资源；在西北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领导下，落实课程改革实验区，开展课程实

验及相关工作。西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是全国八大课程研究中心之

一，也是全国课程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 课改推进的过程与现状分析

2001 年 2 月，省教育厅下发了《关于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适应新形势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小学德育工作的意见〉的通知》，要求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组织广大干部教师认真学习《意见》，以宣传、贯彻《意见》

为契机，开展大学习、大讨论，坚持把德育工作摆在素质教育的首要位置，树立育

人为本的思想，将“思想政治素质是最重要的素质”的要求落实到教学工作的各个

环节，切实提高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省教育厅认真组织实施国家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实验区工作，加快课程改革步伐。 6 月国务院召开了改革开放以来的

第一次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作出《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在这个重大背景下，省政府召开了全省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省长陆浩、副省长李重

庵、省教育厅厅长李膺作了重要讲话和报告，会议讨论、制定了《甘肃省人民政府

关于加快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甘政办发〔2001〕111 号），提出了“十五”

期间全省基础教育改革的主要任务和发展目标，制定了确立基础教育优先发展战

略地位的重要措施：完善义务教育管理体制，建立和实行“在国务院领导下，由地

方政府负责、分级管理、以县为住”的管理体制；调整中小学布局，规范义务教育学

制；加大基础教育投入，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依法保障教育经费的“三个增长”；

加大对贫困地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义务教育的扶持力度，对贫困地区实行重点扶持

政策；加快中小学信息技术教育发展的步伐；深化人事制度改革，加快教师队伍建

设；全面推行素质教育，提高基础教育水平；加强基础教育法制建设，推行依法执教。

（一）由点到面分三步推进的形式和面上推广、点上深化的推进策略

经教育部批准，兰州市城关区、七里河区被列为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

区，103 所小学按计划开始了课改实验。省教育厅制定了《甘肃省国家基础教育课

程改革实验区工作方案》，提出了分三步走的课程改革实验及推广计划，成立了课

改领导小组、专家指导组和工作小组，转发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

1 .第一步：正式启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实验工作

2002 年 4 月教育部召开全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实验工作电视电话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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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省教育厅及时召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会议，省教育厅副厅长傅九大

作了重要讲话（2002 年 4 月 20 日），转发了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2002 年春秋两季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教学用书目录和补充目录的通

知》等重要文件，并制定下发了 《甘肃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甘教基

〔2002〕11 号）和《关于做好 2002 年秋季基础教育新课程省级实验区教材试用工作

的通知》等文件，成立甘肃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和工作

组，正式启动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省级实验工作。甘肃省 2001— 2007 年义务教育

新课程推进步骤见表 7。

表 7 甘肃省 2001— 2007 年义务教育新课程推进步骤

0.00 0.00

10.00 5.90

0.00 0.00

31.30 36.80

38.30 48.80

— —

— —

303.5794 100.00

137.7671 100.00

298.4425 100.00

144.4489 100.00

84.6312 100.00

142.2734 100.00

0 0 0 0.00

14 100 301 1.80

0 0 0 0.00

14 100 6280 40.20

14 100 820 52.00

14 100 12295 78.00

14 100 1527 76.00

14 100 14963 100.00

14 100 1553 100.00

14 100 14685 100.00

14 100 1150 100.00

14 100 14002 100.00

14 100 1139 100.00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小学

初中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9.00 2.801 7 103 0.60小学
2001

年代 学段
进入课改
的省辖市
数量（个）

占省辖市
总数的百
分比（%）

进入课
改的学
校数（所）

占学校
总数的
百分比（%）

进入课
改的学

生数（万人）

占学生
总数的
百分比（%）

首先是确定省级实验区。在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确定嘉峪关市、兰州市西

固区等 14 个县（市、区）和兰州铁路局等 5 个办学单位作为 2002 年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省级实验区（点）。实验区（包括国家实验区）覆盖 14 个地（州、市）的 16 个县

（市、区），覆盖了全省县（市、区）总数的 18 . 4%。有 301 所学校，1793 名教师，近 10

万名小学生参加实验。

其次是认真组织实验教材的选用工作。 2002 年，省级实验区选用人民教育出

版社、北师大出版社、江苏教育出版社、教育科学出版社、湖南音乐出版社、湖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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