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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通过对新疆、甘肃和宁夏三地思想品德课程实施现状的调查研究发现：
课程改革实施至今，教师在观念上已经普遍接受新课程理念，但接受程度不高；
教师的教学行为有所转变，但依然呈现明显的智育化倾向；制约思想品德课程实
施的因素主要有：思想品德教师素质、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及学校德育环境、课程
文本的实用性、课程评价的导向性、教师发展与课程资源；进一步深化思想品德
课程改革，需要从强化政府领导、构建一体化学校德育系统、加强教师培训、调
整和修订思想品德文件课程、深化德育课程评价制度改革和加强课程资源建设等
方面入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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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务 教 育 思 想 品 德 课 程 标 准 （２０１１年

版）》 （以 下 简 称 《课 标》）指 出 “思 想 品 德 课

是一门以引导和 促 进 初 中 学 生 思 想 品 德 发 展 为

根本目的的 综 合 性 课 程”，如 此 明 确 了 本 课 程

的德育 性 质。［１］作 为 直 接 进 行 德 育 的 课 程，在

复杂的基础教育 课 程 改 革 中 必 定 经 历 着 其 他 学

科不同 的 困 惑 和 问 题。富 兰 说， “教 育 变 革 依

赖于教 师 做 和 想 些 什 么———既 简 单 又 复 杂”。
作为课程实施的 主 体，教 师 的 观 念 和 行 为 是 对

课程实施现状的 最 好 诠 释。随 着 我 国 基 础 教 育

课程改革的不 断 深 入，课 程 改 革 也 已 进 入 “深

水区”。本文通 过 对 西 北 地 区 思 想 品 德 教 师 观

念和行为的实证 研 究，揭 示 西 北 地 区 思 想 品 德

课程 的 实 施 现 状，并 剖 析 制 约 课 程 实 施 的 因

素，以 此 为 深 入 推 进 思 想 品 德 课 程 改 革 提 供

参考。

一、研究样本与方法

本研究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法，对甘肃、新疆

和宁夏三地１１１所中学的思想品德教师进行问卷

调查，发放教师问卷４５０份，回收有效问卷３４４
份，有 效 回 收 率７６．４％。发 放 学 生 问 卷１　２００
份，回收有效问卷９９２份，有效回收率８９．８％。
选择了１所乡镇中学、１所县城中学和２所城市

学校作为质性研究的样本学校，对一线教师和管

理者进行深入访谈及课堂观察。
对教师观念的考察采用自编的 “教师观念量

表”，将观念分为知识观、教学观、课程 观 和 教

师观四部分，采用Ｌｉｋｅｒｔ　５点计分方式，得分越

高，表示被调查教师越趋向于认同新课程理念，
反之则表示被调查教师越趋向于传统观念。对教

师的教学行为的考察围绕教学目标、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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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教学评价与反思四方面编制问卷，同

时还辅助编制了学生调查问卷，主要围绕教师在

调整教材、采用的教学方法和对学生学业评价等

情况进行调查，与教师问卷之间相互印证，同时

还可以避免教师以一种 “应然”心态答题而可能

造成的某种偏差。

二、研究结果

（一）教师在观念上普遍认同新课程理念
如表１所示，教师观念总量表及四个分量表

的均值均大于３，但总量表均值只有３．７７，说明

所调查教师在观念上已经接受新课程所倡导的理

念，但接受程度不高。
表１　教师观念量表的均值和标准差

总量表 知识观 教学观 课程观 教师观

均值 ３．７７　 ４．１６　 ３．６４　 ３．６６　 ３．５９

标准差 ０．３８　 ０．４８　 ０．４９　 ０．６２　 ０．４８

在知识观 上，以 建 构 主 义 知 识 观 为 主，教

师已经认识到道 德 知 识 学 习 的 特 殊 性，即 知 识

的学习并不是最 终 目 的，更 加 突 出 培 养 学 生 的

情感 态 度 价 值 观。在 教 学 观 上，教 师 充 满 矛

盾，他们 既 重 视 激 发 学 生 的 主 动 性 和 积 极 性，
认同情感体验和 道 德 实 践 是 重 要 的 道 德 学 习 方

式，但 又 认 为 “怎 么 教”比 “怎 么 学”重 要，
让学生发 挥 主 体 性 会 影 响 到 教 学 任 务 的 完 成。
在课程观上，普遍持 有 调 适 的 实 施 取 向，但 也

仅限于对教材的 调 适。他 们 对 生 活 德 育 理 念 很

认同，对思想品德课 程 的 价 值 评 价 较 高，但 认

为思想 品 德 课 对 促 进 学 生 道 德 发 展 的 作 用 有

限。在教师观上，基本 认 同 “组 织 者”、“引 导

者”、“促 进 者”、“研 究 者”等 角 色，也 认 识 到

应全 面 看 待 和 评 价 学 生，然 而，在 师 生 关 系

上，教师表现出根深 蒂 固 的 权 威 意 识，与 民 主

平等的师生关系尚有差距。
比较发现：城 市 教 师 在 知 识 观 与 教 学 观 上

的得分均显著高 于 农 村 教 师；在 课 程 观、教 师

观和总量表上的 得 分，城 市 教 师 也 均 高 于 农 村

教师。这种差异可 能 是 由 于 长 期 以 来 我 国 城 乡

教育存在的差距 及 思 品 课 改 实 施 程 度 存 在 城 乡

差距而造成的。本 科 及 以 上 教 师 在 所 有 得 分 均

显著高于专科及 以 下 教 师，说 明 学 历 越 高 的 教

师拥有的新课程 资 源 和 信 息 越 多，对 新 课 程 的

理解和认同程度 越 高。不 同 教 龄 教 师 在 教 学 观

上差别明显，具体来 看，１１—１５年 教 龄 的 教 师

得分 显 著 高 于１—１０年 和２１年 以 上 的 教 师，

１６—２０年教龄的教师得分 显 著 高 于６—１０年 和

２１年 以 上 的 教 师。从 均 值 来 看，１１—２０年 教

龄的教师在观念 上 的 得 分 整 体 都 高 于 其 他 教 龄

的教师，这一教龄 段 的 教 师 正 处 于 专 业 成 长 的

“黄金期”，丰富 的 教 学 经 验 和 充 沛 的 工 作 精 力

使之对于新课程 理 念 更 易 于 吸 纳 和 反 思，他 们

是推进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
（二）课堂教学呈现明显的 “智育化”倾向

１．教学目 标 兼 顾 三 维 目 标，但 更 注 重 知 识

目标

教学目标是教学工作的方向、出发点和归宿，
是教师选择教学内容、教学组织方式和检验教学质

量的直接参考。
表２　教学目标的制订与落实情况

制定教学目标的

依据
百分比

落实时所关注的

教学目标
百分比

学生的知识和能

力基础
８０．５ 知识目标 ８５．８

学生 的 兴 趣 和

需要
６５．９ 能力目标 ７２

课 标、相 关 教

材等
７４．８

情感、态度与价

值观目标
７６．２

由表２可以看出，８０．５％的教师依据学生的

知识和能力基础制订教学目标；在落实教学目标

的过程中，８５．８％的教师关注知识目标的达成情

况，比关注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的教师人数高很

多。然而，思品课程的性质决定了情感态度价值

观目标才是第一位的，是应当优先设置和实施的

目标，知识的学习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但大多

数教师却舍本逐末，将思品课教学导向认知化、
知识化的过程。

２．教学内 容 的 处 理 灵 活 多 样，但 更 多 围 绕

考点

教材是教师组织教学和学生学习的基本材料，
是落实课程标准、实现教学目标的重要载体。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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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要求教师转变传统的教材观，教师要 “用教

材”，而不是 “教教材”。
表３　教学内容的处理情况

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调 整 顺 序 和

内容
１１　３．２　１０７　３１．６　１５５　４５．７　６６　１９．５

补充生活实例 ７　 ２．０　４７　１３．７　１７２　５０．３　１１６　３３．９

增加练习题 ７２　４．４　１８１　２０．９　７１　５３．４　１５　２１．２

完成探究活动 １３　３．８　１３０　３８．２　１４０　４１．２　５７　１６．８

从表３可 以 看 出，有６５．２％的 教 师 “经

常”、“总是”调整教材顺序和内容，８４．２％的教

师注重联系生活实际，“经常”、“总是”补充生

活化的教学实例，说明思品教师对教材内容的调

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教科书中增加了探究性活

动内容这一亮点，目的在于使学生主动探索社会

现实与自我成长的问题，在合作和分享中扩展自

己的经验，在自主探究和切身体验的过程中增强

道德学习的能力。但是，４２％的教师 “从不”或

“偶尔”完成每单 元 的 探 究 活 动，通 常 只 是 “讲

解一下，一带而过”。高达７４．６％的教师会 “经

常”、“总是”增加练习题，通过课堂观察发现，
教师们经常提醒学 生 哪 些 内 容 是 “考 点”，要 求

学生做好标注，并强调让学生做好课堂笔记。而

从学 生 的 调 查 问 卷 中 发 现，有３４．９％的 农 村 学

生认为教师很少提供范例来帮助他们认识问题，

２４．６％的城市 学 生 持 同 样 看 法；有３４．９％的 农

村学生认为教师在上课时只是依照课本、按部就

班地教学，２７．１％的城市学生持同样观点。

３．教学方 法 的 使 用 多 样 综 合，但 其 实 质 还

是教师中心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了实现共同的教学

目标，完成共同的教学任务，在教学过程中运用

的方式与手段的总称。［２］新课程要 让 学 生 从 教 师

的话语霸权中解放出来，成为学习活动的主体，
为此，教 师 要 变 革 教 学 方 法，采 用 学 生 能 够 接

受、乐于参与以及有效促进学生思维的方式组织

教学。

表４　教学方式和手段的使用情况

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人
数

百
分
比

课堂讨论 ７　 ２．１　１２８　３７．８　１５３　４５．１　６６　１５．０

小组合作 ４　 １．２　１２８　３７．９　１４５　４２．９　６１　１８．０

讲授 ４１　１．８　１９０　３０．３　１０３　５５．９　６　１２．１

提开放式问题 ７　 ２．１　１１８　３４．７　１６４　４８．２　５１　１５．０

自主探究 １２　３．５　１２０　３５．４　１６３　４８．１　４４　１３．０

外出实践 １６８　４９．４　１２１　３５．６　４４　１２．９　７　 ２．１

多媒体演示 ２９　８．６　１２９　３８．４　１２４　３６．９　５４　１６．１

由表４可以看出，教师在教学方法的使用上

趋于多样化，新课程所倡导的小组合作、课堂讨

论等教学方法已经成为教师的日常方法，还有一

半的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但

是，有近７０％的教师 “经常”、“总是”运用讲授

法，说明教师在日常教学中仍然是以讲授为主。
德育 的 过 程 是 人 在 认 识 中 因 “求 美”而 达

“至善”的过程，所以 “历美” （实践）是人从经

验世界到达道德世界的桥梁，［３］思品教学本应具有

突出的实践性，然而，“经常”、“总是”组织外出

实践的 教 师 只 有１５％，而 受 制 于 各 种 主 客 观 因

素，学生参加社会实践活 动 的 机 会 被 大 大 缩 减，
思想品德教育仅仅停留在了４５分钟的课堂之内。

表５　学生问卷中教师教学方法的使用情况

经常 偶尔 没有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课堂讨论 ３２２　 ３３．３　 ５１５　 ５３．２　 １３１　 １３．５

小组合作 ２７９　 ２８．５　 ５３５　 ５４．７　 １６４　 １６．８

使用多媒体 ２５０　 ２５．４　 ４３６　 ４４．３　 ２９９　 ３０．４

外出实践 ８０　 ８．１　 ３３８　 ３４．４　 ５６４　 ５７．４

由表５可以看出，１／３学生认为，教师会经

常组织课堂讨论，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只是偶

尔组织；近１／３学生认为，教师会经常组织小组

合作学习，超过半数的学生认为只是偶尔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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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还有１／６的学生认为从来不组织；１／４的学

生认为，教师会经常使用多媒体，近半数学生认

为只是偶然使用，仅１／３的学生认为教师从来不

使用；而对于组织外出实践的教学方式，教师问

卷与学生问卷的统计结果相仿。从学生问卷反映

出，实际上 教 师 对 新 型 教 学 方 法 的 使 用 仍 然 欠

缺，课堂教学依然是以教师为中心。质性研究还

发现，一些教师的教学活动，倾向于关注活动的

形式以及学生的表面行为，而对于其承载的深刻

意义很少关注。

４．教学评价片面，教学反思水平低

思想品德课的教学不仅涉及认知领域，还涉

及情感、品格与信念等非认知领域，因而其教学

评价必然呈现出一定的特殊性。
表６　仅以纸笔测验完成教学评价的情况

从不 偶尔 经常 总是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人数 百分比

２６　 ７．７　 １３６　 ４０．１　 １３１　 ３８．６　 ４６　 １３．６

由表６可 以 看 出，５２．２％的 教 师 “经 常”、
“总是”采用单一的纸笔测验方式。同时，从学生

问卷中反映的评价方式相对多元，１６．５％的学生

认为 教 师 单 凭 试 卷 测 试 评 估 学 生 的 学 习 效 果，

３８．８％的 学 生 认 为 教 师 还 采 用 观 察 的 方 式，

２４．９％的学生认为教师还鼓励学生的自评与互评，

１９．８％的学生认为教师还采用作业、随堂测试的

方式。形式上教师采用了多元的评价方式，但是

通过质性研究发现，评价内容的重点仍然是学生

对原理、概念的记诵，这不仅是片面的，且直接

导向智育化的教学。思想品德课程评价的难度和

挑战在于，对人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非认知

领域的评价因其不确定性和模糊性而难 以 操 作。
访谈中，教 师 们 所 说 的 “班 额 大”、 “顾 不 上”、
“标准不好把握”、“中考成绩最重要”等，就直接

反映出思品课程评价的复杂性和教师对 “如何评

价”的迷茫与无奈。
教学反思是教师专业成长的重要路径，新课

程提倡教师是一名 “反 思 性 实 践 家”，调 查 结 果

反映出反 思 已 经 成 为 教 师 日 常 专 业 生 活 中 的 一

部分。

表７　教学反思的情况

反思

频率
百分比 反思内容 百分比

反思

项数
百分比

几乎

不反

思
０．９

教学方法运

用是否恰当
２０．８　 １　 １４．２

偶尔

为之
７．６

教学内容是

否讲清楚
１８．８　 ２　 １１．３

有时

进行
２２．９

教学设计是

否合理
１９．２　 ３　 ２０．９

较多 ３６．２
教学目标是

否达到
１９．１　 ４　 １６．０

几乎

每节

课后
３２．４

学生反应是

否积极
２１．４　 ５　 ３４．６

其他 ０．８　 ６　 ２．０

从反思频率来看，有６８．６％的教师 “较多”
甚至 “几乎每节课后”都进行反思；从反思内容

来看，教师反思最多的是学生反应情况，其次是

教学 方 法 运 用 情 况，有７４．５％的 教 师 反 思 所 涉

及的内容较广，会反思三项以上的内容，但是还

不足以 反 映 教 师 教 学 反 思 的 深 度。质 性 研 究 发

现，教师反思还处在技术合理性水平，是反思的

最低水平，处于这种水平的教师只注意到了教学

知识和基本课堂原则的应用以获得良好的结果，
而看不 到 教 学 结 果 与 课 堂、学 校 及 社 会 中 的

问题。［４］

（三）制约西北地区思想品德课程实施的主
要因素

１．思想品德教师的素质

教师是影响课程实施的核心因素，是课程方

案的最终执行者，其素质能力对课程实施起着最

直接最重要的影响。《课标》给教师留下了较大

的创造空间，要求教师在态度和方式等方面进行

彻底变革，从忠实取向转向创生取向。教师只有

不断 “充 电”，提 高 自 觉 学 习 的 能 力 和 意 识，不

断 “创造教学”，才能适应新的要求。然 而，西

北地区思品教师的专业能力不强，难以应对新课

程的挑战。较多教师承认在知识体系和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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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需要改善，已成为教学中的最大障 碍。另 外，
教师的专业性、专任率也是衡量教师专业素质能

力的指标之一，调查显示：非专业思品教师和兼

职教师比重较大，这也从另一侧面反映了西北地

区思品教师队伍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质性研究

发现，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很少创新，由于疲于应

付各种检查，使得教学科研流于形式。西北地区

思品教师在已经持有新课程理念的情况下，却并

不能表现出应有的教学行为，究其内部原因，素

质和能力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

２．校长的课程领导力及学校德育环境

校长作为学校课程实施的第一负责人，其推

动力和远 见 卓 识 是 促 进 教 师 实 施 变 革 的 重 要 因

素。当前，校长能否在思品课程中发挥应有的领

导作用，取决于校长对思品课程教师的地位和工

作能否认可。调查结果显示，有近半数的教师认

为学校不重视思品课及其教师。访谈中，教师也

表达了自己在 “副科”文化中所受到的 “歧视”。
现实中，虽然校长 “不重视”的态度并非只针对

思品这一门非考试科目，但是这种 “不重视”的

确挫伤了思品教师实施新课程的积极性。另外，
积极营造德育文化环境，建立全面的德育体系，
对思品课程实施的影响更大。目前的学校日常德

育工作系 统 是 按 校 长—德 育 处／政 教 处—班 主 任

的线索展开的，思品课实际上被排斥在这一系统

之外，只是学校学科教学系统中的一门课，其任

务就是在课堂上传授 “道德知识”而已。思品教

师只管课堂教学，下课铃响了，如同标上了休止

符，“教学进行曲”戛然而止。思品课程从学校

的日常德育工作系统中被剥离出来，把对学生的

道德培养活动孤立地、生硬地停留在课堂之上，
难以真正观照和引领学生的生活，无疑是课程实

施最具要害性的缺失。［５］

３．课程文本的实用性

多伊尔 （Ｄｏｙｌｅ）和 庞 德 （Ｐｏｎｄｅｒ）在 诠 释

教师的实用伦理时指出，有关改革的原则和理想

的结果，必须有操作性的、程序性的知识加以落

实，否则，就不可能影响教师的教学。原则和理

想的操作化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许多教师往往做

不到这一点。［６］新课程方案提升了 课 程 计 划 的 弹

性，但由于思品课程文本没有了系统性、程序性

的教学 内 容，其 可 操 作 性 降 低，加 大 了 实 施 难

度。调查显示，对于新教材，有较多教师认为教

学内容脱离实际，且城市化倾向明显，造成了农

村学生阅读与理解障碍，也给农村教师的教学带

来许多困扰。本应回归生活的思品新课程，在西

北农村地区的实施反而远离了学生的真实生活。
对 《课标》这一教师教学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只

有１／３的 被 调 查 教 师 研 读 过，大 部 分 教 师 把 它

“束之高阁”，成了 “摆 设”，这 说 明 它 确 实 对 西

北地区教师的指导作用与实践意义不强。

４．课程评价的导向

课程评价 对 思 品 课 程 实 施 具 有 突 出 导 向 作

用。在社会普遍追求升学率的现实背景下，思品

课程往往也沦入 “以成败论英雄”的境地，被一

刀切式地并入考试科目，以成绩作为评教和评学

的唯一依据。这种评价方式虽然简单易行，但隐

藏着极大的不合理性：它往往只能测量学生对道

德知识概念的掌握程度，而对学生的真实道德涵

养的评价无能为力。德育评价标准的核心不是学

生 “答什么”、“说什么”，而是 “怎么做”，尤其

是习惯上 “怎么做”。新课程提出采用成 长 记 录

袋、观察、项目评价等方式，全面、完整地评价

学生的学 习，尤 其 关 注 学 习 过 程 中 情 感、态 度、
价值观的形成。但实际上，这些质性方式往往流

于形式，评价内容、评价目标和评价主体都趋于

封闭，这也使 得 思 品 课 程 “与 其 说 是 实 施 德 育，
不如说是在实施智育，其性质往往就变得模糊不

清”。表面上，考试维护了思品课的生存状态，似

乎是思品课程的 “救命稻草”，实质上却是思品课

程实施的主要障碍之一，教师的教学又回到了找

知识点、讲解知识点的旧轨道上，学生的学习仍

然是死记硬背教材中的知识和材料。［７］正如一位中

学思品教研组长所说 “既要上好课也要把成绩搞

上去，教材和应试教育结合是老师们最痛苦的”。

５．教师发展与课程资源

课程发展是人的发展，没有教师发展就没有

课程发展。目前西北地区思品教师培训存在两大

问题：一是次数太少，绝大多数教师只在课改之

初接受了一次性集中式培训；二是内容针对性和

可操作性不强，培训大多是一些通识性的理念和

理论，缺乏专门针对思品课教学的培训。相对而

言，学校的日常教研活动成为教师发展的主要途

径，但是研究发现，大多数教研活动主要以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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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成绩为主题，而对那些课程改革中层出不穷

的问题一带而过。除智力支持外，还必须以充足

的物质投入为保障。近年来西北地区学校的基础

设施建设虽然有所改观，但是图书、报刊、影像

资料、电脑 和 视 听 教 室 等 课 程 资 源 仍 然 比 较 匮

乏，农村学校尤为突出，教师也只在公开教学活

动中偶尔使用，日常教学中仍然只靠传统的 “一
支粉笔、一张嘴”。而且，像西北地区特 有 的 民

族民俗、乡土文化、革命传统、自然景观和历史

遗迹等适合思品教学的课程资源也没有被有效地

开发利用。

三、建议

“变革是一个旅程，而不是一张蓝图”，课程

改革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西北地区中学思想品

德新课程实施至今，教师的观念更新了，某些教

学行为也发生了变化，但正如有学者所说：“德

育课程并没有突破直接道德教育的困局……学生

在课堂学 习 中 得 到 的 更 多 的 仍 然 是 道 德 知 识 概

念。”［８］为进一步深化思品课程改革，使其回归学

生生活世界，重塑德育魅力，本文提出如下几方

面的建议。
（一）强化政府领导，加大改革支持
第一，建 议 设 立 西 北 地 区 课 程 改 革 专 项 基

金，中央政府应加大对西北地区特别是农村学校

课程改革的支持力度，在资金和政策方面给予一

定倾斜。特别要重视解决教师待遇低、“临时拼

凑”现象突出的问题，例如，可以通过大幅度提

高工资、实行轮换制、提供专门的进修机会、保

障住房、医 疗 等 措 施，使 农 村 教 师 能 够 敬 业 爱

岗，安心工作，扎根农村。第二，加大课程改革

的宣传力度，通过设置课改专栏、网页，免费发

放宣传材料等形式，使家长和社会理解、参与并

支持课程改革，形成全社会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

建设的合力。第三，通过教育行政部门的政策引

导，消解 “副科歧视文化”生存的土壤，保证思

品课时，保障思品教师评奖、评优和培训进修等

专业发展方面应有的权利，从而改善学科地位，
提高专业认同。第四，组织专家对西北地区的一

些特殊突出问题进行深入研究。例如，当前西北

地区农村寄宿制学校管理方式简单，学校生活单

调，德育活动形式单一，许多学生还面临父母外

出打工 的 情 况，他 们 情 感 需 求 强 烈 但 得 不 到 满

足。对这些学生道德发展和心理健康方面的新问

题都应当给予高度关注和深入研究。
（二）构建一体化德育系统，创设良好支持

环境
道德学习是一种全时空的学习，充斥在学生

生活的 每 个 方 面。思 想 品 德 课 作 为 一 门 德 育 课

程，只能影响学生道德发展的某个层面、某些片

断，不可能带来整个道德面貌的变化。因此，要

将思想品德课程与隐性德育课程、活动德育课程

相结合，突破文本式的 “德育小课程”，走向一

种重视境域、生成和复杂性的全景式 “德育大课

程”。学校 德 育 工 作 要 获 得 整 体 效 应，要 构 建

“三线一面”的学校 一 体 化 德 育 系 统，即 思 想 品

德课程为一条线，共青团、少先队、班集体的组

织与活动为一条线，校园文化建设与社会实践为

一条线，学 科 教 学 中 渗 透 德 育 为 一 个 面，通 过

“三线一面”的共同作用对学生进行思想品德教

育。为此，要整合和统一规划班团队活动、学校

日常德育活动，举全校之力，为思想品德课程改

革营造良好的氛围。
（三）加强教师培训，提高师资水平
“成也教师，败也教师”，师资水平直接影响

乃至决定 课 程 实 施 的 方 向、质 量 和 深 度。目 前，
亟须加强对西北地区中学思品教师的培训，提升

其能力素质水平和课程驾驭能力。在培训内容上，
仍然需要加强理念培训，帮助教师树立新的课程

观和新的角色意识；要加 强 专 业 学 科 知 识 培 训，
加强教学设计能力、科研能力、现代信息技术能

力、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能力以及评价能力等方

面的培训；针对合作、探究、自主学习等新的教

与学方式，要实施 “临床式”指导；对那些西北

偏远地区的农村教师而言，受制于自身能力水平，
需要专家直接给出 “处方”，建议通过在职培训、
专题研修、教学研究、远程教育、送教下乡、观

摩示范等多种形式，使其熟悉新课程，掌握新课

程。一方面要增加思品教师的培训指标，另一方

面要特别重视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建立以校为

本的教研机制，形成良好的教研氛围，其中要特

别重视发挥骨干教师的带头和示范作用。
（四）修订课程内容，契合当地实际
西北地区师资水平较低，尤 其 是 农 村 地 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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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数民族地区，课程的设计者必须考虑这些现实

问题：《课标》所体现的弹性，本意是为教师提

供创造性的空间，但是，教师根本没有能力去创

造，结果反倒模糊了对 《课标》的理解，增加了

教师的 困 惑 和 焦 虑。在 西 北 地 区 思 品 课 程 实 施

中，一方面课程设计者需要及时为西北地区的学

校和教师 提 供 更 加 适 应 于 西 北 地 区 水 平 的 《课

标》解读；另一方面，对于思品教材中存在的较

为明显的城市化倾向，有关部门应立即组织人员

着手开发一些适应西北地区，尤其是农村地区的

思品教材或为农村学生专门配备一本和教材教学

内容相关的 “乡村版”补充阅读材料。这些教材

既要能够达到 《课标》的质量要求，又要使西北

农村学校的教师好教、学生好学，以增强教材对

西北农村地区的适应性。
（五）深化评价制度改革
人的思想品德非常复杂，不单是理性的，还

是情感的，甚至有非理性和潜意识的成分，我们

所能精确测量的仍然只能是人的道德认 知 水 平，
但对情感、品性、理想、信念等非认知的领域却

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而目前，通过考试成绩来

评价学生，甚至作为升学选拔的依据，这种导向

只能使得教学变成了知识传授，学习变成了死记

硬背和习题操练。因此，思想品德课程的评价改

革更加迫切，需要大胆创新，真正使评价成为促

进教师教学、学生思想品德发展与提高的有效手

段。思想品德课程评价应当采用 “只问耕耘，不

问收获”的方式，［７］评价的重心从 “评学”转移到

“评教”上。例如，一些国家的德育课程评价就采

用了这种方式，即检查各学校是否踏踏实实地进

行了 “道 德 和 品 性 教 育”，对 人 员 配 备、课 程 设

置、学校重视程度等方面重点检查，评价的重点

是学校和教师的教。至于学生学习的效果，因为

思想品德教育的特殊性，而不作为评价的重心。
（六）加强资源建设，提升教学实效
课程资源特别是素材性课程资源的缺乏严重

制约着 西 北 地 区 思 品 教 师 教 学 活 动 的 开 展。因

此，应当高度重视西北地区思品课程资源建设，
通过多种途径和方法使学校、家长、社区以及其

他相关部门建立密切联系，形成纵向上从基层学

校到地方教育部门、教学科研部门、课程研究中

心，横向上教育内部相交于外部的交错相连的课

程资源开发网络，建立地区性的 “课程资源开发

中心”，实现课程资源的共享和免费使用。建议

重点建设本土的、地方性的课程资源库，挖掘西

北地区的三类德育资源。第一类是自然性课程资

源，西北地区复杂的自然环境和景观，丰富的矿

藏和能源资源，以及一些国有大中型企业都是激

发学生兴趣，了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概貌与历

程，培养学生的爱好与特长，增强爱国、爱家乡

情感的课程资源。第二类是民族性课程资源，西

北地区是我国少数民族集中聚居的地区，是世界

少有的多族群、多文化共生地带，不同民族的宗

教信仰、语言文字、礼仪习俗、文化艺术、历史

典籍等蕴含着深厚的伦理道德养分，是教育学生

取之不 尽 的 重 要 素 材。第 三 类 是 乡 村 性 课 程 资

源，西北农村地区的乡土文化、传统活动、民风

习俗、手工 技 艺 等 民 间 教 养 活 动 传 承 了 尊 老 爱

幼、邻里和 睦、互 帮 互 助、相 亲 相 爱 的 传 统 美

德，都是培养农村青少年形成善恶观念的生动形

象的教育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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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教杯”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公益活动

入围作品初评工作完成

日前，“人教杯”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活动入围作品初评工作已经完成。

“人教杯”全国中小学生书法大赛活动是人民教育出版社举办的公益活动，目的是贯彻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弘扬

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落实教育部 《中小学书 法 教 育 指 导 纲 要》要 求，改 善 中 小 学 生 书 法 教 育 相 对 薄 弱 的 状 况，

提高中小学生的素质。活动得到了中国教育学会、中国书法家协会青少年工作委员会、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

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等诸多单位的积极支持。著名书法教育家欧阳中石出任活动顾问并为活动题词。据 活

动组委会办公室介绍，本次活动严格按照征稿启事要求开展征稿工作，共收到１　３７９所学校的投稿作品２０　８１１份，

其中符合征稿启事要求的作品１５　３２６份，包括：小学硬笔组５　５０２份，小学毛笔组４　８９５份，中学硬笔组２　６４１份，

中学毛笔组２　２８８份。

入围作品初审工作由中国硬笔书法协会、中国书法 家 协 会 青 少 年 工 作 委 员 会 以 及 北 京 当 代 中 国 书 画 研 究 会

专家组成的初审专家组承担。中国硬笔书法协会副 主 席 兼 秘 书 长 李 冰 为 硬 笔 评 审 组 组 长，北 京 当 代 中 国 书 画 研

究会秘书长、教育委 员 会 主 任 赵 乃 庸 为 毛 笔 评 审 组 组 长，熊 洁 英、叶 殿 迎、王 耕 耘、孙 敦 秀、马 澜、梁 吉 超、

孔顼、陶由金、王超等专家参加了评审工作。初审期间，人 民 教 育 出 版 社 社 长 殷 忠 民、总 编 辑 韦 志 榕、党 委 书

记郭戈、副总编辑魏运华等与评 审 专 家 会 谈，就 活 动 的 意 义 和 后 续 工 作 等 事 宜 进 行 了 沟 通。国 家 语 委 副 主 任、

教育部语用司司长姚喜双到评审现场了解评 审 情 况，并 看 望 了 评 审 专 家。专 家 们 普 遍 认 为，人 教 社 举 办 的 此 次

活动，组织严谨、有序，实实在在办了一件利国、利民、利教育的好事、实事。

经过专家们的几轮评审，现已选出入围作品近５００份。本次活动的最终评选工作于６月底举行，每个组别评选

出若干 “人教小书家”作品和优秀作品。本次公益活动将于８月底在北京召开颁奖大会及获奖作品展。

（本刊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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