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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铁岭市教学改革志，是1978一1990年全市教学改革经验

的选编。入志的教改课题共82个，入志的教改实践先进个人

共95人。高东昌同志的“教学改革卞二年刀回顾，对走过的

教改步伐，描述的历历在目，催人奋进，82项实验成果和教

学改革经验，是耕耘者呕心沥血，浇灌的鲜花，引人入胜。

十二年的教改过程，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是一瞬间，但在铁岭

的教育史上的确是不平凡的一页。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市的教育教学改革，进入

了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以培养社会主义“四有”新人寿

目标的新时期。在德，智、体、美，劳各个领域广泛深入的

开展了教学改革。参加改革的教师之多，项目之广都是前所

未有的。经过“六五”、8七五”两个时期的艰苦奋战，全市

教学改革进入深化完善阶段，与此同时涌现出一批实验和改

革的先进典型。按广大教师的希望和要求，经过认真总结和

筛选，将83篇编入教学改革志，它既是十二年教学改革

的丰碑，又是今后深化改革的示范。在这些经验中属于引进

外地的实验项目有7篇，属于我市自我设计并实践取得的教

改经验有75篇。评选时注意到各方面：高教方面16篇、中教

23篇、初教1 5篇、民族教育7篇、幼教2篇、职业教育9

篇、职工教育8篇，农民教育l篇、体育6篇。这些典型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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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代表了我市教学改革的水平，体现了本地的特色，有一定

深度，有推广的价值。诸如铁岭一高中用振源老师的语文教

学改革经验，开原五中数学科的“五步程序”教学法，铁岭

市三中王莎丽老师的化学教改经验等等，已有8项在全国交

流，有50多项在省内交流。

在教学改革的洪流中，这些同志所以能乘风破浪，游到

前边，是因为他们认真执行党的教育方针，研究了新时期的

教育思想、教学方法，更新了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在

教学改革中敢于大胆拼搏和进取，反复实验，不怕挫折，既

学习外地经验，又紧密结合本地实际，有创造性地总结自己

的教改经验。这些主要特点是他们经验的实质，在学习研究

这些经验时，要牢牢掌握这一点。

我市的教学改革虽然进入深化完善阶段，但按全面贯彻

党的教育方针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个学生德、智、体、美、

劳全面发展的要求，还是任重而道远。应让这部《教学改革

志》起到参考、借鉴和推动作用。每位教师都应按自己所教

学科，选好相关的经验文章，认真揣磨，取长补短，集思广

益，增强改革意识，勇于进取，求得成效。要紧紧围绕中小

学的性质、任务，结合实际从“学做人、学文化、学技术”

三个方面，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教育行政部门和各个学校，

都应做到层层有典型，科科有教学改革经验，处处有鲜花，

让辽北大地的教学改革万紫千红，春色满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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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改革十二年

高东昌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市教育工作进入了稳步发

展、深化改革的新时期。十二年来，按照“』』H强基础、培养

能力、开发智力、陶冶品质"鹩方针，全面进行了教学领域

的改革。实验项日之多。改革涉及面之广，都是建国以来任

何时期不可比拟的。因此，这十二年求鑫勺历程，值得认真回

顾’十二年}j0经验，应当很好总结。

一、三个阶段

十二年盎可数学改革，就!∈发展过程来说，大体经过三个

阶段。即准备阶段(1978@‘12，：一一1983年左右)、全面展

开阶段(1984年一一1987年左右)、深化完善阶段(1 988

年一一1990年左右)。

(一)准备阶段

这一阶段主要从恩妻：!理论上、队伍上、办学条件上，为

全面进行教学改革撤了必要∞准备。同时，进行了部分单项

教改实验。为全面开展教学改革奠定了基础。主要傲了五方

面工作。

一是在教育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明确教育改革的指导

思想，在全地区教育战线，开展了揭批林彪、“四人帮"，肃

清极“左”路线影响的活动。把被“四人帮”歪曲的教育思

想、理论、方针、政策，重新端正过来。在此基础上。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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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教育思想大讨论。针对“四人帮"横行期间，他们破坏昌

图县金家中学教育工作，所制造的以培养“头上长角、身上

长刺”人才为目地的的“金家中学经验’’，地区教育局子

1978年12月8日召开了分析批判“金家中学经验”会议。肃

了“四人帮’’的流毒，恢复了金家中学办学经验的本来面

目。与此同时，各县也都从实际出发，召开多次批判会、讨

论会、分析会。进行拨乱反正、正本清源。1982年以后，又

集中讨论了新时期的办学方向。广大教育工作者，围绕教育

方针、教育结构，教学方法，教育事业发展等问题，进行了

深入讨论。两年中，地区和县两级组织各种研讨会二十多

次，举办学术报告、讲座十几次。从而，提高了认识，统一

了思想，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方向。

二是整顿学校，建立良好的教育环境。1979年6月21

日，原地委文敬部、地区教育局党组向地委敞了《关于中小

学教育工作存在的问题和今后意见的报告》，针对“文革芹

期脚对教育工作的破坏，提出要调整学校布局、调整中等教

育结构，以恢复教育工作的正常秩序。同年7月12日，地委

批转了这个报告。接着在全地区着手调整学校布局和中学结

构。经过三年的调整，到1983年，高完中由1978年的234所

调为34所，初中由1367所调为175所，建立农职业中学28

所。多数乡办起了农民文化技术学校，着手恢复和建设职工

学校。由于!学校的结构、布局合理了，教育与经济发展相适

应了，师资和办学条件改善了，为进行教育改革，提高教育

质越奠定了基础。

三是开展了以过“教材关’’为主要内容的师训工作，

提高教师素质。1980年9月2日，针对教师外流、队伍不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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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状况，原地委组织部，地区人事局，教育局发出《关于中

小学教师管理等问题的通知》，强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严

格控制外流。各地大力加强了教师队伍的稳定工作。1982年

8月lo日，原地区教育局印发了《组织中小学教师过教材

关、练教学基础功和学习教育理论的暂行规定》。各级教

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学校，组织全体教师系统学习了

《教育学》、《心理学》，学习教学大纲和教材，开展过教

材关，练基本功活动。从1982年暑期开始，利用假期，进行

过教材关情况验收考试。到1983年底，90％以上教师过了教

材关，多数具有了初步的教学基本功，初步胜任了教学工

作。其中少部分同志着手系统学习教育理论。从而，为开展

教学改革从队伍上傲好了准备。

四是整顿教学秩序，恢复和建立教学常规。原地区教育

局在1982至1983年，先后颁布了《中小学学籍管理暂行规定》、

《教学工作暂行规定>>、《教学领导工作暂行规定》。并

于1982年12月召开了中小学教学工作会议，讨论研究了如何

进一步加强教学管理，提高教学质量问题。经过工作，全地

区教学管理工作大大加强，教学秩序明显好转。并涌现一批

管理好，质量高的先进学校。昌图县刘家中学、康平县海州

乡太平小学，是其中变化较大的典型。1983年2月1日，原地

区教育局印发了这两所学校的经验。同年，又组织了较大规

模的教学工作检查。教学秩序的好转，为深化开展教学改革

创造了基本条件。

五是着手进行了少量教改实验。主要是在一些条件比较

好的学校进行一些单项教学改革实验。如在部分重点小学，

进行了语文靠集中识字教学"的实验，西丰县东方红小学，

8



开原县民主小学和西丰一中等学校进行体育传统项目、试办

体操重点班等项目的实验；西丰东方红小学、开原民主小

学、银州区十三小学等学校着手引进一些较先进的教学方

法，开原威远中学等部分初中改革语文课堂教学结构的实

验，法库三中在语文教学中实行“扩大阅读、加大写作量、积

累语文知识"的实验I铁岭市高中部分教师在语文教学中实

行“千分制记分法”的实验，昌图一中、开原二高中，西车

二中等学校对教学工作进行科学管理的实验等。这些实验尽

管是初步的，但为全地区教学改革的全面展开，起了先导作

用。

(二)全面展开阶段

在进行了各方面准备的基础上，从1984年开始，我市的

’教学改革逐步出现了全面展开、深入发展的好形势。其主要

标志有三个方面。

(1)开展教育思想的学习讨论，确立正确的教改指导

思想。

全市教育思想的学习讨论大体分两段进行。第一段从

1983年开始，到1984年底。主要是学习邓小平同志关于“教

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题词，着重讨论

办学方向问题。广大教育工作者围绕社会主义学校的任务、

培养目标、教育如何适应经济发展等问题展开了深入地学习

和讨论。在学校、县区讨论的基础上，市教育局和教育学

会，还组织两次专题学术研讨。第二阶段从1985年下半年开

始，主要是结合学习贯彻《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

定》，学习魏书生等先进教育工作者的事迹，进行更新教育观

念的讨论。着重解决了教育观、人才观、质量观等问题。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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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讨论的内容引申到教学领域，对教学中教师主导作用与学

生主体作用，传授知识与培养能力、开发智力，课堂教学与

课外活动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

经过讨论，并对教学改革的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市

教育局在1986年明确提出了教学改革的指导思想为：按照

“加强基础、培养能力、开发智力、陶冶品质”的要求，努力实

现三个转变：在教与学的关系上，由以教师为中心，转到在

发挥教师主导作用的同时，更重视发挥学生主体作用上来，

在课堂教学方法上，由单纯讲授，使学生“学会"，转到教

师讲授与指导学生自学结合，使学生不仅“学会"，而且

“会学”上来，在传授知识渠道上，由单一的课堂教学，转

到课堂教学与课外第二渠道榴结合上来。同时，努力实现教

学手段现代化。

这一指导思想，尽管不十分完善，但它使全市的教学改

革有了统一的、明确的方向。避免了盲目性，增强了自觉

性。它的产生，标志着我市的教学改革走上了比较成熟的阶

段。

(2)深入发动，使多数学校和教师投入教学改革中

来。

1984年至1986年，市教育局先后在西丰县东方红小学、

铁岭县凡河乡中心小学，召开小学教学改革工作会议，在铁岭

市第三中学、昌图县老城中学召开中学教学改革工作会议，

在康平县农职高中召开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在铁岭县熊官屯

乡农民文化技术学校召开农民教育工作会议。推广42所各类

学校进行教学改革的经验。与此同时，教研部门先后在银州

区第十三小学、开原民主小学、昌图八面城实验小学，法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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