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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比较教育之四

纪 中

中小学教育改革什么
,

国外所改革的是

教育领域中不适应科学 技术和经济发展需要

所存在的问题
。

国外是从问题改起的
。

英国教育工作者约翰
·

邓斯坦在评论苏

联为什么要进行大规模改革时说
,

苏联的教

育现在仍然存在着大量问题
,

其中有
:

学龄

前教育机构缺乏而且效率不高
,

缺少教师和

校舍
,

课程负担过重
,

而且教学法方面往往流

于形式
。

他说
,

现在大多数苏联儿童都是在

七周岁生日之后的九月一 日入学
。

尽管校长

也允许那些在九月或十月满七岁 的 孩 子 入

学
。

苏联教育部长普罗科菲耶夫也承认他们

的学前教育和普通教育是存在问题的
。

他在
`学校

:

昨天
、

今天
、

明天
》一文中

,

提到苏

联中小学学习负担过重和教学内容中存在的

间题时说乡 他们的许多大纲和教科书塞满了

大量毫无意 义的知识
。 “

这些知识塞满了正

在成长的人的记忆
,

对掌握科学基础知识起

着消极影
.

响
。

某些教科书所犯的通病是滥用

专门术语积业用语
,

从而 以死记硬背代替了

对所学现象的本质的认识
。 ”

普罗科菲耶夫

还非常遗憾地承认
:

苏联留级情况严重
。

据

报道
,

1 9 7。年以前各年级平均留 级生 约 占

4%
,

七十年代中期有所下降
,

平均是 1%左

右
。

以后 “
留级率

”
在不断地增长

。

1 9 8 1年
“
苏联还有十三万五千名留级生

” 。

在 1 9 8 4

年苏联公布的
《
基本方针

》
中承认

,

他们的教

育与时代的要求还不相适应
。

比如
,

文件中

提到
“
教学

、

教育和职业定 向的现状与这些

要求还不相适应
。 ” “

学 习改革的 目的
,
还

要克服学校工作中积累起来的一系列消极现

象
、

严重缺点和漏洞
。 ”

普罗科菲耶夫说
:
党

强调
,

我们这个时代
,

无论对于学习的人
,

还是对于教人的人
, “

都提出了前所未有的

高要求
” , “

学校的改革所负的使命
,

就是

为 了满足这种要求而创造必 要的 条 件
” `

“ 因此不言而喻
,

必须消除人民教育领域内

的各种缺点
,

其中也包括领导工作的缺点在

内
。 ” 日本报刊披露

,

苏联有这 样 一 种 制

度
,

即在升学考试
、

选拔考生时
,

起首要作

用的是权势者和权势团体的推荐
,

其次才是

学习成绩
。

苏联国际关系大学是一所颇受青

年学生欢迎的大学
。

它是一所直属苏联外交

部的大学
,

以苏联外交官和党中央的有权有

势人的子弟多而闻名
。

这所学校的学生一毕

业
,

就有机会到国外去工作
。

但是
,

进入这

所大学必须有权力者的推荐
。

苏联在原则上

是把受教育机会给予全国所有的人
,

即人们

从地方投考中央大学是不受限制的
,

报考
、

学习全是免费
,

一入学 即可以得到奖学金
。

但是
,

文规定考生必须持有居住在莫斯科的

执照
。

因为莫斯科的住宅非常困难
,

所以没

有权势时大是弄不到这样执照的
。

这都是苏

联教育上存在的间题
。

根据苏联普通学校存

在的问题
,

他们要在完善发达社会主义条件

下的学校
,

提高教学教育过程的质量
,

普通

中等教育和职业教育的结构
,

劳动教育
、

教

学
、

职业定向
,

少年儿童的社会教育
,

苏维

埃社会的教师
,

加强教育的教学物质基础
,

完善人民教育的管理等八个方向进行一些改

革
。

在这八个部分中
,

苏联还提出了近四十

几个
“
改革

” 、 “ 改善
” 、 “

完善
” 和 “ 加



强” 的具体项目
。

比如
,

要将普通学校由十

年制延长为十一年制
,

同时儿童入学年龄提

前一年
。

又如在这次改革中整顿和合并了职

业技术学校
,

完善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
、

教

科书和教材以及教学法
,

消除学生的过重负

担
、

教学材料的过份复杂化
,

提高教育和教

养的质量等等
。

美国认为
,

他们当前教育主要存在两个

间题
。

一是
,

教育体制与当前的经济发展还

很不相适应
。

美国对他们的经济发展状况进

行了考察
,

他们认为今天的美国经济体制正

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

美国绝大 多 数 的 工

人
,

今后从事的不是工 业
,

而 是 贸 易
、

运

输
、

银行
、

公用事业等等服务 性 的 行业
。

19 5 0年美国有 55 %的劳动力雇 佣 进 工 厂
,

30 %的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和信息工作
。

而目前
,

就业于工厂的人数已下降到 20 %
,

从

事服务性行业的却上升到 70 %
。

估计再过十

年将要减少一千五百万个生产性岗位
。

经济

和生产结构的变化
,

就要求教育体制进行改

革
。

要求教育培养从事明天职业所需要的人

才
。

美国认为
,

他们当前 的教育体制和教育

内容还不利于培养明天职业所需要具有综合

性能力的人才
。

因此
,

美国要在教育体制和

教育内容上进行一些改革
。

美国教育存在的

第二个问题是美国与其他工业发 达 国 家 相

比
,

普通教育质量特别低
。

1 9 8 3年美国比较

教育学者对美国
、

法国
、

英国
、

日本
、

加拿

大
、

澳大利亚
、

瑞士和瑞典八个国家的普通

学校六年级六百名学生 ( n 一 12 岁 )
,

进行

了一次学习成绩的测验
。

结果
,

自然科学的

答对率
,

瑞典学生是 55
.

4 % ,
英国是54

.

5 %
,

加拿大 和 澳 大 利 亚 均 是 4 9
.

2%
,

日本 是

45
.

3%
,

法国是 42
.

1 %
,

瑞士是 41
,

3 %
,

美

国学生的答对率是最低的
。

数学答对率
,

日

本是 50
.

2 %
,

瑞典是 39
.

1 %
,

澳大利 亚
`

是

5 7
,

9 %
,

英国是 3 7
.

8%
,

加拿大是 3 5
.

8 %
,

法国是 33
.

3%
,

瑞士是 31 %
,

美国是 25
.

3

%
。

美国学生的 自然科学和数学成绩都是书组

数第一 名 !

美国认为
,

他们教育质量低的原因之一

是中学课程过于平均化
,

过于杂乱
,

过于分

散
,

以至没有一个中心 目的
。

事实上
, ,

}
一

,
学

课程是
“
自由餐厅

”
式的

,

在其中很可能把

餐前开 胃品和餐后甜食误为主菜
。

学习就业

课程和升学课程的许多学生现在 转 而 学 习

“ 一般课程
” 了

,

学习
“ 一般课程

” 学生的

比例由 1 9 6 4年的 12 %上升至 1 9 7 9年的 4 2 %
。

“
我们开设了中等代数课

,

可是只有 31 %的

中学毕业生学完这门课程
;
我们开设 了法语

课程
,

可是只有 13 %的中学毕业 生修 完 此

课
, 我们开设地理课

,

可是修完的学生只有

1 6%
;

60 %的学生注册学习微积分
,

但只有

6%能完成
。 ”

原因之二是教师外 流
,

师 资

力量不足
。

因此
,

美国一是要改 革 课 程 设

置
,

’

企图加强基础学科
。

他们提出中学生学

四年英语
,

三年数学
,

三年 自然科学
,

三年

社会乖肾和一年半电子计算机
,

并至少用两

年时间学一门外语
。

改变高中学生有 25 %的

学分是用来选读体育和保健教育
、

校外劳动

实习的现象
。

矫正英语和数学
、

以及个人勤

务和个人发展的课程
。

二是要改变美国中小

学教师的现状
。

美国承认
,

美国中小学教师

的现状也很不妙
。

现在半数的数学
、

自然科

学和英语教师
,

不能胜任本科教学工作
。

美

国中学物理教师合格称职的还不 到 1/ 3
。

尽

管教师过剩是众所周知的事
,

可是某些主要

学科还是缺少合格的教师
。

如何改变现状
,

美国提出要奖励优秀教师
,

在中学实行
“
尖

子教师” 制度
,

提高教师的标准
,

定期对教

师进行
“
合格考试

。

总之
,

要根据中小学存

在的实际问题
,

进行一些改革
。

、

日本教育在国外评价很高
。

明治维新以

米
, …日本政府重 视教育的作用

。

因为 日本资

源不富
,

着重靠技术吃饭
,

这就需要教育界

培养高质量的人才
。

所 以 日本能成为亚洲最

强国家之一
,

、

教育是有重大贡献的
。

当前
,

日木教育已普及到饱和状态
,

百分之三十八



的适龄青年可 卜片华
,

一

百乡}之九
一

} 八可上高

中
。

日卞的教育琳业是发达的
,

教师社会地

位高
。

在 日本
,

教师职业被认为是可以奉献

一生的崇高职业
。

社会上尊敬教师
,

教师工

资高
,

收入稳定
,

失业危险性很小
。

教师忠

于教育事业
,

一心扑在工作上
。

教师们普遍

地认真研究
、

探讨学校的现实问题
。

日本重

视统一的教育
,

爪视全面教育学生
。

总的说

采
,

国外认为 日本的教育是 不 错 的
。

日本

说
,

他们的教育中弊病是不少的
。

日本学者

说
,

他们的教育是 考试入学支配了儿童
。

学

校的好坏
、

学历的高低
,

影 响到个 人 的 前

途
。

所以能进几流的高中
,

也就意味着能进

几流的大学
,

并意味着将米在社会上成为第

几流的人
。

考试升学支配了青少年的生活
,

使他们感到压抑
、

苦 闷
。

以成绩评定学生好

坏
。

日本社会上录用青年
,

往往用成绩评定

好环
。

于是学生拼命学习
,

教学 速 度 也很

快
。

学校是成绩排列的场所
,

成绩好的高人

一等
,

差 的无地 自容
。

往往因成绩的好坏而

结成两帮人
,

极大地伤害了孩子的心灵
。

学

历侵蚀了学生的人格
,

青少年弄不清为什么

而生存
,

好象就是为 了考试一一升学一一金

钱
。

有的学生为了拿平均分
,

不得不放弃 自己

对某学科的兴趣
。

不少青少年轻视心灵的交

流
、

接触
,

注重金钱与物质生活
。

日本认为
,

这

是 日本教育中一个突出的问题
。

在教学上
,

日

本是采用
“

平等
、

统一
、

一致主义
”
的教育

。

加

拿大的学生是按照 自己的节奏去学习
,

迟钝

些的可 以学得慢点
,

聪敏些的可以快点
。

但是

在 日本却一定要大家按照一个步调前进
。

聪

敏的要等迟钝的
,

迟钝的老是挨批评
。

总想

把学生水平拉平
。

追求一个 进 度
,

一 个 水

平
,

喜欢一刀切
。

日本的高中多是升学型
,

学生不管升学与否都一律 学 微 积 分
。

另一

方面
,

日本的电子计算机几乎垄 断 国 际 市

场
,

但是 日本高中却不学习 它
。

教学内容还

不适应科学技术发展的需要
。

这都是 日夯教
育存在的问题

。

根据这此问题
,

当前
,

`

日木

首相提出 ]’
“
教 f了

, t

交苹 七条设想
” : 1

.

汀工

探讨改革六
、

三
、

三
、

四制学制
。

2
.

改共简

中入学考试制度
。

加强高中入学办法的多样

化和灵活性
,

彻底改变轻易以测 验成绩好坏

进行不合理 的升学指 导
。

3
.

改善大学入学考

试制度
,

促进高等教育改革
。

4
.

在正规学校

教育活动中加强社会服务加集体训练
。

组织

劳动体验活动
,

利用 “
青年 之家

” 、 “ 少年

自然之家
” ,

让学生集体生活
,

丰富学校教

育活动内容
。

5
.

充实情操 与道德教育
,

加强

家庭
、

学校和社会的联系
,

把青少年培养成

身心健康 的一代
。

6
.

为培养具有国际社会生

活能力的 日本 人应加强国际理解教育
,

改善

外国语教学
、

促进高等教育机构的国际化
。

7
.

进一步改进教师的培养
、

录用 和 进 修 制

度
、

提高各级各类学校的师资水平
。

联邦德国一家有影响的杂志
《
明镜

》 1 9 7 2

年 3月一期揭示了德国青少年
“
攻 击 性

” 和
“
厌世感

”
在蔓延着德 国的学校

;
教师的威

望江河 日下
; 学校里灌输着无用的知识

,

教

学方法依然袭 旧
; 流生不断增加

; 学生吸毒

增加
;
教师负担过重

,
社会对学校的要求和

给学校提供的条件很不相称
。

联邦德国出版

的 《
德国教育灾难

》中指出了
,

德国教育的深

刻缺陷与问题
。

引起社会的轰动
,

成了教育

改革的刺激力量
。

推动 了教育制度
、

教育内

容和方法的改革
。

教育上缺陷与问题
,

引起和推动了教育

改革
,

教育改革又以缺陷与间题做为内容
),

这是国外教育改革的规律
、

祝外贫因中小学教育创刊

五年周文维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