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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文课程改革的问题与思考 ①

———基于广东省肇庆市课改情况的调查分析

肖康舒
（肇庆学院 文学院，广东 肇庆５２６０６１）

摘　要：语文课程改革存在不少问题，片面追求分数，语文教师整体素质不适应新课程，较多的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
不适应新教材和新课程。要积极稳妥推进语文课程改革，必须改革考试方式和评价方式，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让学生

尤其是农村学生有个适应新课程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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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开始实施语文新课程改革以来，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方式都在显著地发生着变化，“语文教
学逐渐绚丽多姿，课堂教学焕发出勃勃生机与活力。但当我们冷静地思考当前课堂教学中出现的一些

现象时就会发现，新课改下的语文课堂教学存在着误区，潜藏着危机。”［１］在异彩纷呈的背后，是语文教

学的浮躁与迷失。笔者通过走访肇庆市几个县市的中小学，对语文教师和学生进行问卷调查、访谈等方

式，深入地了解了肇庆市语文课程改革的实施情况，发出教师问卷和学生调查问卷各１００份，共回收教
师问卷８６份、学生问卷９８份，此次调查的教师和学生涵盖了肇庆市的各个县市和乡镇，包括了各地有
代表性的学校。从教师和学生的问卷调查结果可以反映出肇庆市的中小学语文课程改革存在以下几个

方面的问题。

１　语文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来源于国外，改革的实施是以行政方式、自上而下推进的，各项准备工作并不

充分，配套措施、培训、资金等方面跟不上，而且课程改革又在多个领域、多个侧面涉及一系列深层次的

问题”［２］。在这轮新课程改革全面展开时，绝大多数的一线教师没有心理准备，通知文件一下来马上就

实施，这就难免存在不少的问题。

１．１　片面追求分数，从根本上制约课程改革
笔者在调研中听到最多的意见是：“考试制度不变，课程改革寸步难行。”“教育理念非常好，但是

由于评价体制的原因，许多教师在教学中主要是进行应试的训练。结果，课改理念在日常教学工作中常

常得不到落实。”确实，就目前我国的国情而言，高考是关系到千家万户考生的前途和命运的大事。在

没有找到比高考更好的考试选拔制度之前，高考仍然是选拔人才最公平也相对是最好的方法。考试分

数和升学率成为了社会各界衡量学校办学质量的评价标准，分数成为评价学生好坏的唯一标准，成绩排

名是衡量教师教学水平的标尺，教师和学生都为了分数而疲于奔命。学校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主要以题

海战术、应试教育为主。教师一边要应付上级教育行政部门规定的新课程改革，各种评估劈头盖脸应付

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０９
基金项目：肇庆市２０１１年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１１ＱＮ－０２）
作者简介：肖康舒（１９７８－），女，湖南新化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５年第７卷

不暇，一边却还是我行我素按老方法教学，这就给原本已经繁重的教学工作增加了很多额外的负担，教

师们感觉压力越来越大。有位教师在访谈中说道：“新课标在评价部分所提倡的，我们在操作时并没有

太多的改变，依然沿袭之前的以书面考核为主的形式。为了保证学生的考试成绩，课堂教学还是放不

开、放不下，可以省略的或不讲的内容，我们不敢也不舍得不讲。所以，课标不管怎么改，评价制度不变

或不大变，课堂无法有大的变化。特别是在平时的教学中，不但要讲求‘素质教育’，却又舍不得放弃以

前的‘应试’，反而等于双重任务，学生、老师更辛苦了。”［３］

１．２　语文教师的整体素质不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
新课程改革倡导新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思想，推行新的教育模式和教育方法，这一切变化意味着对语

文教师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使一线语文教师面临严峻的挑战。在层出不穷的新词术语和琳琅满

目的理论成果的狂轰滥炸之下，很多一线教师最后变得莫衷一是，无所适从。

有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的专业化程度不适应新课程改革的要求。从调查问卷结果可以看出，许多

语文教师很少涉猎经典名著和教育论著，阅读面不广，课余时间读教育论著的只有１６．９％。对于教材
内容的把握主要依靠教参，很难进行独立分析与归纳，几乎没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体会，对于课外读物

更是缺少一定的分析、鉴赏和评价的能力，因此，语文老师无法引导学生深入地理解文学作品，激发学生

的阅读兴趣，在指导学生课外阅读方面只能是提提要求而已。在教学时不能灵活应对不断生成的课堂，

更不能举一反三。有位教师在访谈中说：“教师的语文素养也制约了课程改革，而语文素养是靠老师平

时积淀而成的，有相当一部分教师课余不阅读或阅读量不大，肯定影响对教材的理解，那么在课堂教学

时肯定会影响教学目标的实施，学生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等方面发展就受影响。”

这轮新课改在教师培训方面也没跟上，语文教师在课程改革的实践中更多的只是在一些文件或一

些教育理论杂志中得到改革的理念，严重缺乏实质性的指导，有的教师甚至不知道什么是“语文素养”，

什么是“以人为本”，对于怎么引导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根本就无从下手。

１．３　部分学生尤其是农村学生不适应新教材和新课程
新课程改革使用的新编语文教材与旧教材相比，在内容上有了很大改变，加入了很多新颖的内容，

时代气息更浓厚了，教材内容致力于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人文色彩相当浓厚，也增强了趣味性，这是一

大可喜的进步。但笔者通过访谈和问卷调查得知，“教师认为新教材偏难和难的达到４７．１％，学生认为
新教材偏难和难的达到 ３５．７％，教师认为新教材容易的只有 ２．３５％，学生认为新教材容易的只有
２％。”［３］这个结果显示，教师和学生、尤其是农村的学生还很难适应新教材和新课程。

很多任课教师反映，新教材在知识结构方面显得零乱，缺乏系统性，各科的内容衔接不够，令一些新

教师不知如何下手。教材出版时间滞后，差错很多，教材和教辅用书不配套，教辅用书很多是旧瓶装新

酒，教材广度和考试不统一。有的老师反映：“新教材的教学内容增加了很多，时间紧，负担重，学生的

学习任务和学习压力都重了。”还有很多老师特别强调：“新教材当中的很多内容不适合农村教学。比

如：新教材中很多内容都要求学生自己上网搜集，而很多农村学生家长长期在外打工，家里电脑都没有，

学生怎么上网搜集资料呢？”

学生家长尤其是农村学生的家长要么是外出打工，要么是不管孩子，要么是不懂，基本上无力辅导

孩子的功课，只有１％的学生回答父母经常辅导。学生的家庭教育如此贫乏，学生学习语文几乎全部依
赖学校里课堂上那点时间，加上学生几乎没有什么课外学习资料，只是在课本上学到一些在他们看来很

枯燥的汉字，这要让老师按新课标的要求教学谈何容易。

２　关于语文课程改革的思考
２．１　改革考试方式和评价方式

语文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而改革评价方式是关系到“指挥棒”的问题。如果课改没有与中

考、高考改革配套进行，考试的“指挥棒”不改变，那么课改不可能有实质性的改变。应试是学生的一种

基本素质，推行素质教育并不是要废弃考试，而是要研究清楚怎么考和考什么，高考这种选拔人才的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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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是相对最公平的一种制度，我们不能废弃，但要对考核的内容、实施的形式和录取的方式等方面进行

适当的改革，因此，教育部门一定要重视课程改革措施的配套，课程改革全面展开之前要先对考试制度

改革进行研究与探索。学校教育的现实情况是考什么教师就教什么，教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所以，

中考和高考的方案应切实体现课改的精神，给语文教学树立正确的导向，反映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的整体

要求，与课程改革完全衔接起来，这样才会使学生、家长和学校都重视起来并切实执行，提高语文课改积

极性。当然，因为中考和高考是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关系到考生公平的问题，也关系到是否能选拔

优秀人才的问题，因此，语文考试的改革方案要充分地论证，广泛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尤其是来自语文

教学一线教师的意见，尽量使中考和高考更好地推动语文新课程改革。

２．２　加大教师的培训力度，建立高素质的语文师资队伍
语文教师是新课程改革的实际执行者，是课程改革的中坚力量。新课程改革需要更高素质的语文

教师，对语文教师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也是新课程改革以来有相当一部分语文教师不适应课改而疲于应

付的原因。加上我国的教师待遇普遍偏低，教师素质也是参差不齐，在新课程改革实践中遇到各种困难

和问题也不奇怪，但是我们不能被困难和问题吓住而止步不前，关键是要让语文教师与新课程改革一起

成长。在具体操作层面，要建立完善的师资培训、评估和激励保障机制，落实培训经费，推进教师的在职

进修。教育行政部门应尽可能提高教师待遇，把最优秀的人才吸引到语文教师队伍中来；对新上岗的语

文教师要加强职前培训，对已经从教多年的老教师要加大培训力度，保证教师参加培训的时间，解决工

学矛盾。既要进行理论培训，促进教学观念转变，更要进行语文学科的专业培训，使语文教师切实把握

语文新课程的精髓和要义。要正确面对改革面临的实际困难，提高语文新课程改革培训的针对性和实

效性。“能够建立支持性的专家系统，使语文教师遇到专业问题随时有咨询和交流的地方，这种交流可

以是面对面的，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方式进行。引导语文教师根据自身的特点，制订自己的专业发展

计划。”［２］

２．３　引导学生适应新课程改革
综观新的语文课程标准，许多新的课改理念即使在城市也难以立即被师生接受，对于办学条件差、

教师素质不够好的广大农村中小学来说，推行新课改的难度可想而知。语文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是正确

的，但在推行的过程中一定要考虑我国的具体国情，语文课程改革面向教育资源差距很大的城市和农村

“一刀切”，显然不符合整体教育环境的实际。因此，语文课程改革要达到预定的目标和效果，就要考虑

不同地方的教育水平和办学条件的差异，考虑各地学生素质的差距，针对我国各地不同的教育水平、实

际情况设计制订多元化的课程标准，编制不同的语文教材，对教育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应适当降低课程

难度，联系当地学生较为熟悉的生活或话题，适度开发不同地区的优势课程资源进行教学。

新课程改革的艰巨性不言而喻，我们必须沉下心来，一步一个脚印地长期坚持不懈。课程改革不能

采用高歌猛进、急于求成的方式，一定要考虑地域差别，一定要渐进，周全考虑配套的改革措施，稳扎稳

打，不断总结，逐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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