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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2/2003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力图从多层面、多角度集中反映和准确把握我国基础教育战
线的全貌、特点和趋势，努力总结经验，把握规律，提出面向未来的改革新思路、发展新举措，以开
创基础教育工作的新局面。《报告》集结了全国基础教育理论的强大阵容。
《报告》在已有经验的基础上，在编纂思想、框架设计、内容取舍和形式表达等实用，不求数量求精
品，实话实说。但囿于主客观原因，有的方面可能比较粗糙或片面，能否符合实际。把握形势，预测
未来，服务到位，还有待于广大教育理论工作者和一线实际工作者的评价，还有待于教育实践的进一
步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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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贯彻十六大精神 开创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新局面教育部2002年基础教育工作要点教育部2003年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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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改革中的道德教育和价值观教育新世纪德育个性化走向生活德育引论“基础教育”辨析“理解教育
”是素质教育深化的结晶关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几点理性思考大国兴衰·人力资本变迁·基础教育关于
新时期基础教育工作的若干思考　　曾天山城乡基础教育差距分析　　张玉林义务教育财政面临的挑
战与教育转移支付　　曾满超　丁延庆税费改革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保障机制问题研究　课题组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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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等残疾儿童随班就读现状及发展趋势　　华国栋民办基础教育发展现状及对策研究　　胡卫谢锡
美体制变迁中的广西农村基础教育调研报告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题研究组江苏农村教育现代化
调研报告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专题研究组中小学教育改革状态调研报告　　何敏叶澜经验·报告
加快推进首都基础教育现代化建设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为了上海基础教育的现代化　　上海市
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思路及新举措　　辽宁省教育研究院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报
告　　黑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大力推进基础教育的均衡化发展　　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农村教育
改革与发展报告　　河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新进展　　河南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创
新教育机制推动农村基础教育健康发展　　安徽省教育厅“普九”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山西省教
育科学研究所农村义务教育应对税费改革调研报告　　重庆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的历史性发展
　　云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云南师范大学促进基础教育协调发展　　贵州省政府边境建设大会战教
育项目实施的研究报告　　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所巩固提高“两基”成果推动基础教育持续
发展　　海南省教育厅基础教育的新发展　宁夏回族自治区教育科学研究所知难而进加快“普九”步
伐　　青海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基础教育新发展　西藏自治区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在高平台上实现
基础教育的新跨越　　厦门市教育科学研究所普通高中教育的高水平均衡发展　　天津市教育科学研
究院普通高中教育发展与建设研究　湖南省教育科学研究院突破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瓶颈实现基础教育
的新跨越　　江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报告　　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地方课程管理
：现状、问题与建议　　山东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的新进展　　湖北省教育
厅积极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　　广东省教育厅积极推进课程改革实验促进基础教育跨越式发展
　　四川省教育厅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研究报告　　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抓住课程改革实验
契机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　　大连市教育局站教育信息化潮头促教育现代化发展　深圳市教育局农村
幼教改革试点经验总结　　福建省教育厅解决流动儿童少年就学的经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教委改善
流动人口子女教育状况的时策　　青岛市教育科学研究所一个农村贫困山区教育的发展　甘肃省教育
科学研究所农村初中控辍工作报告　　吉林省教育科学院农村牧区义务教育“以县为主”管理体制改
革现状及其对策　　内蒙古自治区教育厅／教育科学研究所山东省寿光市基础教育均衡发展透视　李
振村　梁伟国乡村大教育：农村教育现代化的积极尝试　　李兴洲苏南地区农村教育个案研究　　张
男星走近人大附中　　刘彭芝百年名校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张世义南开中学的光荣与梦想　　康
岫岩贫困地区农村小学教育信息化的有效实践　孙艳丽数据·资料2002年全国基础教育大事记2001年
全国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国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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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十六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
，基本普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这样的目标既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又充分考虑了现有的基础；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知识
经济时代世界教育发展的大趋势，是经过努力可以而且必须达到的科学、合理的目标。　　（三）全
面把握十六大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　　十六大报告在论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部分
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部分，都专门用大段篇幅阐述了我们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坚强决心和大
力发展教育、科学事业的基本方针、任务和要求。学习十六大关于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论述，要注意
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根据十六大报告的论
述，新时期党的教育方针是“坚持教育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为人民服务，与生产劳动和社会
实践相结合，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的描述既和我们党一贯坚持
的基本方针一脉相承，又注入了新的内涵；既坚持了基本方针的连续性，又反映了时代的新要求，贯
彻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体现了与时俱进的精神。　　第二，报告提出了新时期教育_丁作的目
标任务。报告提出，要“形成比较完善的现代国民教育体系；人民享有接受良好教育的机会；基本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消除文盲。形成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明确新
时期教育的任务是“培养数以亿计高素质的劳动者、数以千万计专门人才和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
要求“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强职业教育和培训，发展继续教育，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我们要
深刻理解新时期教育工作的目标任务提出的时代背景和丰富内涵。　　第三，报告指出了我国教育改
革创新的方向。报告指出，“要坚持教育创新，深化教育改革，优化教育结构，合理配置教育资源，
提高教育质量和管理水平，全面推进素质教育”；要求“深化科技和教育改革，加强科技教育同经济
结合”，进一步明确了教育改革的方向和重点。　　第四，报告突出强调了搞好教育工作的几个关键
问题。报告要求“加强教师队伍建设，提高教师的师德和业务水平。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
的支持，鼓励社会力量办学。完善国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对搞好教育工作必须解决的几
个关键问题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二、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
想，为实现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目标任务而奋斗　　我们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施
科教兴国战略、增强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以及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高度，认识教育的光荣历史
使命，坚持教育创新，开创新世纪我国基础教育工作的新局面，为实现新时期基础教育改革发展的目
标任务而奋斗。　　（一）新时期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　　1，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十六
大报告指出，要“继续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和对农村教育的支持”，“完善国
家资助贫困学生的政策和制度”。十六大为我国今后二十年义务教育的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必将极
大地推动我国义务教育事业健康持续发展。　　今后一个时期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总体思路是，普及
九年义务教育工作必须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十六大精神和全
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坚持“发展是硬道理”，把基础教育摆在教育事业发展的优先地位；坚持
积极进取、实事求是、分区规划、分类指导的原则，大力支持农村地区、贫困地区基础教育事业的发
展，鼓励有条件的地区高水平、高质量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同时促进义务教育全面、均衡发展；积极
扩大优质教育资源，全面提高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水平，努力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教育机会。
　　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主要任务是：　　--明确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目标。按照分区规划、分类指
导的原则，到20lO年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地区的人口覆盖率达到95％；到2020年，高质量、高水平地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初中阶段学龄人口入学率超过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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