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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行政推广教学改革经验应注意的问题

杨玉茗

（国家开放大学  实验学院， 北京 100039）

摘  要：教学改革经验的推广是备受关注的教育实践问题。教育行政部门是教学改革经验推广的主要实

施主体之一。教育行政推广教学改革经验，应以学生的发展为本，尊重教育教学基本规律，端正政策动机，避

免背离初衷。在大面积推广教学改革经验之前，应深入考察本地教学实际，进行科学论证，防止改革冒进。教

学改革涉及多元主体，教育行政部门应与学校、教师、家长等主体共同建构改革共识，形成合力。教学改革依

托于整个教育体系的变革和完善，需要多方的继续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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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各级各类学校进行了大量各具特

色的教学改革，形成了不少具有借鉴意义的教学研

究成果与教学改革经验。许多学校都争相效仿这些

成功的教学经验，然而经验虽可以给人启发，但不

可复制，特别是在教育领域。如何在已有教学改革

经验的基础上，成功地进行教学改革经验的推广，

逐渐成为备受关注的教育实践问题。就目前的情况

而言，教学改革经验推广的主要实施主体之一是教

育行政部门。本文主要探讨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

教学改革经验的推广应注意的具体问题。

一、基于学生发展，端正政策动机，避
免行政过度

1. 以促进学生发展为出发点

“以人为本”“以学生的发展为本”，是教育

行政部门推广成功教学经验的基本出发点。十余年

来的新课改锻造了新的学生观。新的学生观认为，

学生是有着完整生命表现形态的发展中的人，具有

生命的整体性和发展的能动性。[1] 基于这一学生观，

教学改革逐渐树立起为学生发展服务的意识，开始

关注学生在课堂教学中的生存状态以及生活意义和

生命价值的实现。[2] 这就要求教学改革尊重学生的

人格和主动学习的精神，把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

交给学生，尊重学生在学习方面的独立思考。由此，

教学改革的最终目标在于提升教学活动的社会性、

人文性、生命性和生活性，从而促进学生更好地发

展，帮助学生在未来的生活中实现生活意义和生命

价值。所以，教育行政部门在大范围推广教学改革

经验时，要始终以学生发展为本，避免政策行为背

离改革初衷。

2. 教育行政部门作为改革倡导者的动机与作为

改革推动者的边界

在教学改革经验大面积推广初期，区域教育行

政部门的力推是必要的。教育行政部门的作为对教

学改革的推广和最终成效具有重要的影响，如果行

政层面没有大胆的改革意识、合理的推进策略、高

效的监管手段、科学的评价制度，教学改革推广的

难度和阻力就会很大。

在实现教学改革目的过程中，教育行政部门扮

演的角色一般来讲是倡导者和推动者。与角色相对

应，教育行政部门应注意推广教学改革的动机和边

界问题。其中，动机问题对应着倡导者的角色，边

界问题对应着推动者的角色。

教育行政部门倡导教学改革的推广，动机应该

在于促进学生的发展，而非追求表面效果、部门政

绩等利己倾向。从表面上看，在行政层面进行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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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的教学改革经验推广，可能不需要特别多的成本，

发布一次行政公文就可以掀起改革的浪潮。但是，

教学改革不同于一般的政策改革，涉及一代人甚至

几代人，不可能一蹴而就。教学改革如果不成功，

耽误的是几代学生的未来发展，所以，教学改革的

隐性成本远远大于显性成本，仅用金钱是不能衡量

的。所以，与一般的政策改革相比，教学改革应该

尤为慎重，不宜在未进行充分调查和科学论证的基

础上进行强行的、大面积的推广，只追求表面的政

策效果。

教学改革的行政推动是有边界的。行政层面应

该避免过度作为，在管理方面多指导、少控制。中

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教学改革应

该让行政的归行政，专业的归专业，行政人员、校

长和教师各司其职。具体使用何种教学方法，应该

尊重校长和教师的选择。[3] 对于教学改革的推广，

教育行政部门要注意边界问题，可以提出指导建议，

对教学改革提供必要的政策和经济支撑，不宜直接

深入学校教学实践。

二、基于本地实际，尊重教育规律，防
止改革冒进

1. 尊重循序渐进的教育规律

教育发展的根本之道在于尊重教育规律。[4] 教

育规律包括意义不同、属性不同的两大类，一类是

教育发展的规律，另一类是育人规律（育人规律也

常被直接称为教育规律）。与教学改革密切相关的

是育人规律，所以这里主要探讨育人规律。中国学

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会长赵沁平认为，育人（教育）

规律实际上反映的是人的成长规律，是符合人的成

长规律、能够促进人成才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

在此意义上，育人（教育）规律就是人成长规律的

“镜像”。普适性育人（教育）规律主要包括三点：

循序渐进、因材施教以及理论学习与实践相结合。[5]

由教育行政部门主导的教学改革的推广往往最容易

违背的就是循序渐进这一教育规律，过于急切地盼

望出成效、成正果，能够“立竿见影”。改革的贸

然推进往往使作为教学改革实际执行者的一线教师

感到难以适应，使学生感到学习压力陡然增大。教

育的急功近利、粗糙、急迫的背后，必然导致教育

本质的失落，太过追求效率，结果常常会过犹不及。

2. 基于本地实际，防止改革冒进

教育学者佐藤学认为，教育实践实际上属于一

种文化，文化的变革越是缓慢，越能得到实际的效

果。因此，教学改革的推行要经过谨慎的考量，不

能冒进。在引入新的教育理念、借鉴新的教学模式

时，不应只在技术层面模仿，而应理性借鉴，扎根

实际，深入地考察本地的教学情况，经过科学论证

的过程再进行推广。教学改革还应注意激发本地教

师的教学改革热情与智慧。从课程论本身来说，课

程是经验的有效组合。直接移植的教学经验，没有

教师的教育实践和学生的学习体验作为基础，是空

洞的。教育的过程是潜移默化的过程，受教育者的

变化是细微、缓慢的。教学改革的成功需要长时间

的积淀，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宜太过草率。

三、基于理性认识，协同多元主体，建
构改革共识

1. 教学改革涉及的主体具有多样性

教学改革的推广涉及的主体很多。主要包括教

育行政部门、专家、校长、教研员、教师、学生以

及家长等。

教育行政部门在教学改革推广中扮演的主要

是倡导者和推动者的角色；教学专家在教学改革

推广中主要负责对教学改革方式进行科学论证以

及对教学模式地方化的指导；校长在教学改革推

广中起指挥引领和示范作用，校长观念的转变可

以进一步带动教师，同时校长的行动能够起到明

显的榜样示范作用；教研员作为学科教学中坚骨

干力量，是将教学改革目标落到课堂教学中的重

要人物，起到指导和枢纽作用；广大的一线教师

是教学改革的实际执行者，教师的观念和能力直

接关系到教学改革的成败，如果教师不能调动自

身的积极性，很好地配合、适应和推动教学改革，

整个教学改革基本就是徒劳的；学生是教学改革

的服务对象，只有学生的综合素质获得了稳步提

升，才能说教学改革是有成效的；家长群体，作

为学生利益的直接相关人，对教学改革的推广享有

知情权和话语权，家长群体的阻力往往能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教学改革整体的顺利推行。教学改革的推

广，涉及以上全部群体，要充分尊重各方的意见，

否则，一方的不配合，很可能导致整个教学改革推

广的失败。

2. 积极建构教学改革共识

教学改革涉及主体的多元化要求改革推广必须

吸收多方意见，建构教学改革共识。教育行政部门

在推广教学改革时，必须意识到教学改革是一项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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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公共性的行为，公共领域范畴内的改革必须征求

多方主体的共同支持，形成共识。共识的建构过程，

不是一方主体确定某一观点，另外各方主体被动接

受的过程，而是由各方主体共同商议、协同建构得

出结论的过程。

在教学改革的推广中，需要特别关注和重视的

群体有两个，分别是教师群体和家长群体。

教师群体是教学改革的实际执行者，教学改革

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观念和行为

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教师能否接受新的教学

理念并将其有效地应用在教学实践中直接影响着教

学改革的成效。[6] 如果教学改革没有得到教师的支

持，教师以应付的态度消极地对待教学改革，教学

改革势必会失败。所以，在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

法时，应尊重一线教师的意见。推广教学改革，教

育行政部门要帮助教师转变观念，积极和教师群体

建构改革共识，调动教师的改革积极性和创新精神。

家长群体也与教学改革的推广联系密切。培养

学生，不仅是学校的责任，也是家长的责任；教学

改革，不仅发生在学校，家庭也是影响教学改革的

重要场所。[7] 与经历过系统教育学学习的校长、教

师群体相比，家长群体的教育价值观是最难改变的。

教学改革的推广中，一项重要而艰巨的工作就是改

变家长的教育观。当前，多数家长对于中考、高考

的升学非常重视，更倾向于让子女按部就班地接受

教育，不愿意轻易让他们参与教学改革。如果教学

改革对学生的考试、升学有益，就能得到家长群体

的支持；如果没有帮助，就会受到家长群体的质疑

甚至抵制。由于种种客观因素的限制，现行的教育

评价制度还存在一些问题，在当前的评价制度下，

教学改革还需要各级政府部门的继续支持，需要整

个教育体系的改革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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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sues Needing Attention in Popularizing Teaching Reform Experience in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YANG Yu-ming

（Experimental College, The Ope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39，China）

AbstrAct: The promotion of teaching reform experience is an issue of educational practice that has attracted much at-

tention. The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department is one of the main implementers of teaching reform experience promotion. 

Educational administration should promote teaching reform experience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respect the ba-

sic laws of education and teaching, correct policy motives, and avoid departing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Before expanding 

the teaching reform experience in a large area, we should thoroughly study the local teaching practice and carry out scientific 

demonstration to prevent reform from advancing rashly. Teaching reform involves multiple subjects, and the education admin-

istration should work with schools, teachers, parents and other subjects to build consensus on reform and form a joint force. 

The teaching reform relies on the reform and improvement of the entire education system and requires continued support from 

many par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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