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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强国背景下

基础教育高质量课程建设的１８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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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高质量的基础教育课程是建成教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支撑。为落实教育强

国建设的新要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我们提出基础教育高质量课程建

设的１８条建议，从而给学生更多运动的时间、劳动的时间、动手的时间、实践的

时间、自主阅读的时间、深度求索的时间、批判创新的时间、个性化学习的时间，

减少学生重复训练的时间、过度学习的时间、机械刷题的时间、死记硬背的时间、

被迫齐步走的时间，为学生一生的发展打下坚实的体力、动力与能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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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承载着教育的目标和内容，因此我们常

说 “课程是教育的核心”。尤其是在基础教育阶

段，课程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和教育思想，是国

家意志在教育领域的直接体现。高质量的基础教

育课程在立德树人中发挥着关键作用，是建成教

育强国的一个重要支撑。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经过不断改革已经日益

完善，但在落实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促进学生

健康成长、体现素质教育理念、培养学生理想信

念和社会责任感、发展学生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等方面还有改进空间。

２０２５年１月发布的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

要 （２０２４—２０３５年）》（以下简称 《纲要》）要

求：“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深入实施

素质教育，健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体系，加快

补齐体育、美育、劳动教育短板。”为落实教育

强国建设的新要求，建设高质量的课程体系，还

须对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深入的改革与完善。

第一，《纲要》明确要求落实健康第一教育

理念，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于２

小时，有效控制近视率、肥胖率。

当前，我国中小学生近视率、肥胖率居高不

下，颈椎腰椎疾病 （包括脊柱侧弯）在青少年群

体中的发病率呈上升趋势，学生心理健康问题突

出。从数据上看，目前全球约有１４亿近视人，

其中近半数在中国，我国青少年总体近视率居世

界第一。［１］２０２２年，我国青少年近视率，小学

３６．７％，初中７１．４％，高中８１．２％。
［２］我国肥胖

率日益攀升，６—１７岁、６岁以下儿童青少年超

重肥胖率由２０１０年的４．５％、２．１％，增长到

２０１５年的９．６％、６．４％，２０２０年则分别达到

１９．０％和１０．４％。
［３］久坐等导致的颈椎腰椎等各

种慢性疾病更多出现在青少年中，２０１９年，我

国青少年脊柱侧弯的患病人数超过５００万人，且

每年以３０万人的数量递增。
［４］

２０２３年，全国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抽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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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显示，学生体质达标率８７．１％、优良率

３５．３％、不及格率１２．９％，与２０２１年相比，全

国学生体质状况呈下降趋势，达标率下降了２．９

个百分点，优良率下降了３．３个百分点。达标

率、优良率随着学段增长呈下降趋势。针对学生

体质健康状况２０年持续下降的问题，教育部印

发的 《关于落实保证中小学生每天体育活动时间

的意见》指出： “我国中小学生部分身体素质，

特别是爆发力、力量、耐力素质及肺活量等指标

持续下降，超重与肥胖学生的比例增加，学生视

力不良检出率继续上升。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但学生每天的体育锻炼不足、体育活

动时间不能得到保证是其主要原因。”［５］

体育活动时间不足除导致中小学生身体素质

下降，也是心理健康问题频出的罪魁祸首之一。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发布的 《中国国民心理健

康发展报告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显示，１４．８％的青少

年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 （其中４．０％属于重

度抑郁风险群体，１０．８％为轻度抑郁风险群体），

须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调整，以免进一步加重而

出现更严重的症状。随着年级增长，抑郁风险有

升高的趋势，小学阶段存在抑郁风险的学生占一

成左右，初中阶段存在抑郁风险的学生约占

两成。［６］３５３７

“四小”问题 （小眼镜、小胖墩、小豆芽、

小焦虑）日益严重，引起全社会和党中央高度关

切。我们建议：在国家课程方案中体育与健康课

时增加七成，以保证各年级每天一节体育课，为

学生一生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体力基础。

第二，《纲要》明确提出实施劳动习惯养成

计划，提升学生动手实践能力、解决复杂问题能

力和社会适应能力。这些要求，直指劳动教育、

动手能力、实践能力、真实问题解决能力、创新

能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核心素养培养等重点

难点关键问题。为落实 《纲要》精神，我们建

议，开展每月一天校外劳动教育，为学生一生的

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动力基础；提升校内实践活

动课程比例，为学生一生的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

能力基础；定制学科发展快车道，打造拔尖创新

人才培养特别通道；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

让学生在深度求索中发展批判性思维；升学评价

引入 “研究报告”，倒逼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

养落地；强化动手实践能力评价，促进学生动手

动脑融合发展；更多学科推行开卷考试，倒逼试

题设计更加强化素养导向，阻断死记硬背、机械

重复刷题等学习方式；编制情境化与选择性试

题，强化考查学生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构

建偏才怪才识别与养护机制，为偏科创新人才开

启特别通道；加强新时代科学教育，打造多元化

科技实践生态场域。

第三，《纲要》非常重视青少年的读书，明

确提出深入实施青少年学生读书行动。２０２３年３

月２７日，教育部等八部门印发的 《全国青少年

学生读书行动实施方案》指出：“鼓励学校开设

阅读课” “为学生阅读创造空间”。为落实 《纲

要》精神，我们建议：增设面向全体学生的自主

阅读课，每天一节，为学生一生的精神发展打下

坚实的阅读基础。

第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在适应个别差异、

为学生提供个性化发展空间方面尚不充分，必修

学科课程门类和内容偏多、课程超载的问题还比

较突出。在国际比较中，我国学生学习效率偏

低、付出的时间成本偏高的问题较为明显 （见下

页图１）。这些问题不解决，创新精神与实践能

力的培养就缺乏充足的空间，《纲要》精神的落

实也难以实现。

为此，我们建议：增加选修课程比例，为学

生一生的个性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兴趣基础；精简

必修学科课程内容，探索智能时代高效学习新路

径；减少学校课程门类，赋予学校更多的课程整

合权；“语文数学错峰出行”，减少学生数学学习

困难；推广高中ＡＰ课程与ＡＰ考试供学生选修

与选考，避免学生集中在少数几个高考科目上过

度竞争。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已经进入深水

区，上述改革均是挑战巨大、极为难啃的硬骨

头。我们建议：制定近期 （到２０２７年）、中期

（到２０３０年）与远期 （到２０３５年）三步走改革

规划，分阶段逐渐实现改革目标。

世纪之交，笔者之一曾撰文探讨并提出了义

务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１８条建议。
［７］当前，基于

教育强国建设需要，我们通过召开座谈会、学校

听课调研、校长深度访谈等方式汲取了丰富的一

线实践智慧，同时在听取教育行政部门和一线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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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犘犐犛犃２０１５测试中每小时学习时间所获得的科学成绩
［８］３１

践者反馈基础上，就基础教育高质量课程建设再

提１８条建议，试图从课程结构、课程实施、课

程评价等领域破解制约新时代基础教育高质量发

展的体制机制障碍和瓶颈问题，为学生一生的发

展打下坚实的体力、动力、能力基础。

建议一：增加体育与健康课课时，为学生一

生的健康发展打下坚实的体力基础

研究表明，户外活动时间每日累计超过２小

时，能够大大减缓近视的发生率和程度，不仅能

扭转之前近视率日益恶化的长期趋势，甚至还能

使近视率逐年降低。［９］另外，充足的运动是心理

健康的重要保障。每周运动次数越多，抑郁、孤

独和手机成瘾得分越低，且每次运动４０—６０分

钟，抑郁风险的检出率最低。［６］４９５２体育锻炼还有

利于大脑功能的提升，进而促进学生的学习表

现，使学习质量、学习效率优于 “５＋２”“白加

黑”的题海战术。［１０］

２０２０年１０月１５日公布的中办、国办 《关

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

明确指出： “鼓励基础教育阶段学校每天开设１

节体育课。”根据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２０２２年

版）》和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２０１７年版２０２０

年修订）》，体育与健康课１—２年级每周４课

时，３—９年级每周仅３课时，高中每周仅２课

时。当前体育与健康的课时远远无法满足 《纲

要》关于 “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动时间不低

于２小时”的要求。我们建议，大幅调高中小学

国家课程方案中体育与健康的课时比例 （总计增

加不少于７０％），以确保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

年级每天一节体育与健康课。同时，明确规定每

天校内的综合体育活动时间，小学不低于２小

时，中学不低于１．５小时，并确保其中一半以上

时间为户外运动，每天至少要有１小时中等及以

上强度体育锻炼，以保证学生学习与发展有一个

扎实的体力基础。

建议二：开展每月一天校外劳动教育，为学

生一生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动力基础

虽然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２０２２年版）》

中增加了每周不少于１课时的劳动课，但劳动教

育目前仍是五育中最大的短板，尤其是校外生产

劳动与社会实践体验较少，更多的是在教室里

“讲劳动”，在黑板上 “画劳动”，在作业中 “写

劳动”。事实上，只有组织学生离开校园，到校

外结合真实生产劳动与社会实景现场开展如学工

学农学商学军等多种形式的劳动实践活动，才能

让学生有机会体验真实生产生活中的劳动，探索

现实世界中的实践，促进从 “教科书就是整个世

界”，走向 “整个世界都是教科书”。

在校外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通过与一线

劳动者的零距离接触，学生亲身体验火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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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现代化建设，亲眼观察国家建设各个领域的巨

大进步、伟大成就，亲耳聆听各行各业劳动者如

何在自己平凡的岗位上为人民美好生活服务，面

对面感受体会从事各种职业的工作者在自己的本

职工作中如何为国家富强、民族复兴而奋斗，了

解当下正在以洪荒之力奋斗攻克的关键核心疑难

瓶颈问题、正在探索的解决策略与创新智慧，以

此激发学生投入祖国伟大建设的决心、参与建设

美好社会的动力、投身攻坚克难的激情。学生还

将从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发现疑惑的问题，激

发探索的热情，在知识学习与实践探索的结合

中，增长解决问题的智慧，增进对人民的感情与

对社会的责任感，找寻人生追求，明晰人生使

命，感受人生意义，获得人生启示，汲取人生动

力，真正实现立德树人，培根铸魂，启智增慧。

因此，我们建议：除高三年级外，学校每月

拿出一天时间开展学工学农学商学军等生产劳动

和社会实践 （也可集中安排），其中，每学期至

少一天安排野营拉练等学军活动。这样，１１年

共可安排至少８８天学工学农学商学军等生产劳

动和社会实践。根据中小学生不同年龄阶段的特

点，让学生在真实场景中系统化地体验现代工

业、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军事、现代科

技等，使学生循序渐进地感受三百六十行各种不

同职业领域，了解未来不同的专业发展或人生方

向，了解不同产业领域最新的科技革新与动向，

并以此为基础做好自身生涯与职业规划。

建议三：提升校内实践活动课程课时比例，

为学生一生的创新发展打下坚实的能力基础

学习不止读书做题，还应有更多实践探索和

亲身体验！如果把学习局限于课堂、课本、从某

页到某页的家庭作业等，学习就会变成读死书，

上课就会变成枯燥无味的、令人沮丧的知识搬

家，变成对死记硬背的检查，这是学生厌学进而

导致成绩下降的根本原因。只有在学科知识学习

的同时 （之前，之中，之后），安排丰富的学科

探究实践，知识的种子才能破土而出，成为茁壮

的思想幼芽。［１１］９３９５，２５９２６３，２７１２７３

因此，我们建议：增加校内实践类活动课程

所占课时比例，如安排更多专题探究实践活动或

社团活动 （包括机器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方

面科技类专题实践活动），让学生自由自愿参加，

从而给学生的学习兴趣、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提

供更大发展空间。尤其是小学阶段，学校可尝试

上午上课、下午活动的课程安排。目前，已有不

少学校的成功探索，如谢家湾学校上午以学科课

程为主、下午以活动类课程为主，用原来７０％

的时间完成学科课程的学习，节约出来的时间开

展专题活动和个性化学习。实践证明，当学生在

校园生活中拥有充足的自主探索空间时，其学习

的准备状态、情感状态才能调适到最佳，学生的

积极性才能被有效激发，在这一状态中学生的学

习成绩反而因此得到促进。［１２］

建议四：增设每日自主阅读课，为学生一生

的精神发展打下坚实的阅读基础

目前，中小学生的学习更多是上指定的课，

读指定的书，做指定的题，学生学习的自主空间

和个性化空间很有限，学生个人兴趣没有得到充

分观照。另外，学习越是遇到困难，课内所学习

的概念越复杂，就越需要更多阅读与教科书相关

的引人入胜、妙趣横生的课外读物。对于学习中

的难点，以为只读教科书就行了，不要分散精力

去读别的书，这是一种完全错误的见解。课内外

的阅读实际上是相辅相成的。［１１］４９５０，５６，１００１０１

因此，我们建议：在创设时时、处处可读的

校园阅读环境以及丰富多彩的阅读活动基础上，

从小学一年级到高中三年级，面向全体学生增设

自主阅读课，作为义务教育和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中独立设置的一门必修课程，每天１课时。自主

阅读课上，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根据自己的兴趣爱

好从推荐清单中自主选择阅读材料，涉及内容领

域可以较为广泛，如科技类、数学类、外语类、

文史类、艺术类、哲社类、经济类、军事类、医

学类等各个方面的内容。也就是说，阅读不是仅

仅语文学科的阅读，而更是全学科的阅读。自主

阅读课把读什么的选择权还给学生，有利于培养

学生的学习内驱力，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丰富

学生的精神世界，深化学生对人生与生活的思考。

建议五：增加选修课程课时比例，为学生一

生的个性化发展打下坚实的兴趣基础

我国中小学课程结构中，“我必须学”“要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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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的必修课课时比例依然偏高，“我自主选择”

“我要学”的选修课课时比例仍然偏低，学生自

主个性化发展的空间仍有待进一步提高。

选修课可以是供学有余力、吃不饱的学生提

升学业的学科类课程，也可以是开拓学生视野、

满足学生兴趣、不仅学生能够胜任而且能激发学

生力量与潜能的拓展类、研究型课程。如果在普

通的学校教育中，有一部分学生无法找到一个吸

引他的兴趣点，无法找到方向与力量，感受不到

自己也有发光的一刻，总是失败，受排斥，被漠

视，无法找到自我，他们就会 “没心思再上学”，

在街头混，甚至走向犯罪。在收容罪错孩子的专

门学校中，有不少学生虽然在文化课学习上存在

困难与挑战，却在绘画、音乐、技术等课堂上获

得了胜任感与兴奋感。如果无论学科成绩如何，

每一所学校的每一个学生都能找到让自己发光的

方向，找到生命的力量与出口，总有人接纳，他

们就不一定会迷失。［１３］

现实中，不少学校在提升选修课占比、提供

充足选修课方面，已经进行了有益的改革探索。

比如，北京市十一学校为学生提供了丰富多彩的

选修课程，逐步形成了一套分层、分类、综合、

特需的课程体系，包括３２７门学科课程、２９门

综合实践课程、１６４门职业考察课程，以及１７２

个学生社团，供学生自主选择，最大程度地满足

每一个学生的不同学习需求。［１４］

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增加学生自主选修

课程所占课时比例，给学生个性化、多样化发展

提供更多自主选择空间。在众多选修课程中，学

生总能找到自己的兴奋点和发光点。

建议六：减少必修学科课程课时比例，探索

智能时代高效学习新路径

必修学科课程课时多，内容重，是世界范围

内普遍存在的问题。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在课程

分析报告 《课程超载：突围之路》（犆狌狉狉犻犮狌犾狌犿

犗狏犲狉犾狅犪犱：犃犠犪狔犉狅狉狑犪狉犱）中，对此进行了

深入的探讨。［７］有学科专家认为，当前的必修学

科内容删除任何一个知识点，均会造成学生的终

身遗憾，甚至危及国民素养。然而，在时时可

学、处处可学的智能时代，这种认识已经过时。

这并非因为知识变得不重要了，而是热爱、激情

与创造变得更加重要了。从当前的现实情况看，

学生更多被要求学习大量指定的学科内容而不是

自选的学科内容，太大比例的 “要我学”和受控

感，导致不少学生出现厌学情绪。我们越想多

教，学生学到手的反而越少，教与学的实际效率

越低。学生成长需要知识的营养，但喂得太多，

学生就会积食，消化不良，甚至厌恶知识。一线

教师对于探究式教学、跨学科实践等在理念上认

可而在实际教学中却无暇顾及，学生所学知识难

以转化为解决真实问题、复杂问题的能力与智

慧，其原因是多方面的，而必修内容太多导致当

前一线教师疲于奔命仍难以完成教学任务，也是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与人

之间竞赛的不仅是谁掌握了更多的知识，不仅是

知识量的竞赛，而更是热爱与执着的竞赛。

因此，我们建议：进一步压缩必修学科课程

课时比例，精选、减少必修学科课程内容。一是

要从我国国情、现实环境以及未来社会发展、生

活需要出发，从人工智能时代对人的知识、能

力、情感价值观等素质的新要求等角度，审视当

前课程内容的基础性、时代性与先进性，将部分

必修课程内容调整到选修课程中，从而减小必修

学科课程内容的容量和难度。二是要进一步强化

必修学科课程内容的可选择性，提供多个平行内

容供学生从中选择一个开展学习，而不是要求所

有学生对必修课程中的所有内容都必须学习。三

是要进一步改革教学模式和评价方式，深化探索

人工智能辅助有效教学，提高学习效率，阻止

“题海战术”“无差别刷题”等机械性、重复性低

效教学甚至无效教学的做法。

建议七：减少学校课程门类，赋予学校更多

的课程整合权

我们建议在课程结构上通过整合来减少课程

门类，在保证各科国家课程标准得到落实的前提

下，不拘泥于科目设置的形式，准许学校尤其是

小学，在课程实施过程中灵活安排课表，对十多

门小学课程进行整合优化，减少并开科目的数

量，减少各门课程之间的简单重复，促进交叉融

合，使跨学科学习更加自然。

实践证明，课程的进一步整合也有利于减少

平行班教学数量，减少教师同时面对的学生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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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让更多的教师单班跨学科教学，促进教师更

深入地了解学生，开展因材施教。这样一来，教

师更多的不再是哪一科的任课教师，而是某个班

某群学生的教师，教师不仅在教某个学科，更是

在教整个人。［１５］比如，杭州市崇文实验学校进行

了 “灵活课表”的实践探索，在小学一、二年级

由两位教师共同负责班级的全部课程，开展全科

教学。［１６］这种 “包班而教”，在组织上为课程的

进一步整合 （包括跨学科教学）创造了条件。在

小学低中高不同年段，可根据包班教师的数量与

具体情况，探索不同的课程整合模式。

建议八：语文数学 “错峰出行”，减少学生

数学学习困难

小学低年级打好语言基础，是避免中高年级

学生出现学习困难的关键，也是他们后续学习与

发展的重要支撑。［１１］４１４３不少学生遭遇数学学习

困难，其原因在于他们无法正确地理解题意，即

使教师帮助学生弄懂了这道题中的个别难懂字

词，学生遇到新的题目仍会出现新的理解困难，

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学生的整体阅读理解能力、语

言领悟力尚未发展到相应水平，而不仅是个别字

词不理解。最近的一项研究甚至表明，学生在小

学的表现与他们出生的月份密切相关。［１７］尤其是

数学学习困难的学生，如果晚一些面对同样的数

学任务，往往就更加容易胜任，就是因为年长一

岁 （甚至只是数月）所带来的认知发展提供了更

加强有力的支撑。如果语文数学 “错峰出行”，

数学学习适度延后，对于这些学生来说，花费同

样的学习时间可以取得更好的学业表现。

因此，我们建议：小学语文、数学在各自总

课时数保持不变的前提下，小学低年级先多上些

语文课，高年级再多上些数学课。这样调整有利

于学生在发展出较高的阅读能力基础上更高效地

学习数学，减少数学学习困难。

建议九：私人定制学科发展快车道，打造拔

尖创新人才培养特别通道

拔尖创新人才不等于成绩拔尖的尖子生，其

核心特征是执着热爱、深度求索与独立思考。更

多拔尖创新人才的产生，重点不在选拔，而在平

时的识别、发现、支持和滋养。如果我们发现某

个学生对某个领域、某项活动、某个学科产生了

强烈的兴趣，就不要打断他，要鼓励他，要允许

他长时间专注自己痴迷的事情。其中，一个方向

是向深度更多挖掘，或向宽度广度更多拓展。比

如，有小学生迷上了古诗文，大量背诵千万首，

不仅信手拈来，融会贯通，还会有模有样地进行

古风创作。还有中学生迷上了 《红楼梦》，反复

研读钻研数遍，成了小小红学家，被语文教师直

接请上讲台给大家授课。另一个方向是向上快速

发展。对于总是 “吃不饱”的个别学生，在学科

课时总数不变、不增加学业负担的情况下，花

１２年中小学的学习时间，积极主动地学到大学

一二年级水平的课程，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在各

个领域、各个学科，这样的学生并不少见，要发

现他们，帮助支持他们尽情地向上向高处生长，

“天高任鸟飞”，而不要非把他们硬摁在教室中与

其他同学一起同步前进。

因此，我们建议：对于那些在某学科有强烈

兴趣的学生，允许他们免修该学科常规进度课

程，为他们私人定制学科发展 “快车道”，以自

学加辅导的方式，按照自己的学习节奏与速度，

钻研探索教科书及课内外内容。

建议十：允许学生提出自己的问题，让学生

在深度求索中发展高阶思维和批判性思维

新课程改革强调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提升

学生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发展学生的高阶思维和批判性思维。但

在实际教学中，往往是按照预先的教案，要求学

生探究教师预先设定的问题，并记住教师预先设

定的标准答案。既没有给学生机会提出自己的问

题，表达他们的困惑与质疑，也没有给学生时间

去求索他们感兴趣的问题。实际上，如果真正放

开学生的手脚，解放他们的嘴巴与头脑，他们会

提出很多非常有意义、有深度的问题。

在一堂人工智能辅助教学实验课上，学生围

绕新教材 《中国历史》 “夏商西周王朝的更替”

一课提出了六七个问题。教科书上说 “禹最初想

传位给伯益，但是在禹死后，禹的儿子启拒不接

受传统的举贤禅让做法，取代禹生前推举的继承

人伯益，直接继承了禹的王位。从此，世袭制取

代了禅让制。”有学生问，为什么伯益会把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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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掉，他没有启武艺高强吗，打不过他吗？尧和

舜的儿子怎么没有设法夺取王位？也有学生问，

禅让制听着很有优越性呀，怎么会被世袭制这样

一种感觉挺落后的制度取代呢？历史不是由低级

向高级发展吗，落后的制度怎么反而把先进的制

度取代了呢？还有学生问，尧把首领的位子传给

了舜，舜年老时让位于禹，教科书上说禹建立起

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为什么尧和舜的

时代就不是奴隶制王朝，只有到了禹的时代，才

是奴隶制王朝呢？学生自愿组建课题组，借助

ＤｅｅｐＳｅｅｋ和百度等工具，探究自己感兴趣的课

题并进行交流。在这一过程中，教师引导学生注

意大语言模型的幻觉问题，指导学生学会对网上

的信息进行评价与辨别，在可靠可信的史料基础

上得出科学的历史结论。

为促进深度思考与深度学习，我们建议：教

师在课堂教学中关注学生的困惑疑问、批判质

疑，允许学生针对自己发现的问题进行深度求

索。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培养起学生的科学精

神、理性态度、批判性思维等核心素养。当然，

深度求索需要充足的时间，也要求精简必修学科

课程内容，以免师生疲于奔命赶教学进度。

建议十一：升学评价引入 “研究报告”，倒

逼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培养落地

升学评价指挥棒对中小学教育教学具有实质

性影响力。虽然对于 “一卷定终身”高考制度的

危害多有诟病，但高考成绩能较为客观、科学、

有效地反映学生在学科知识与能力等方面的学业

表现，而这些素质是高校学习的重要基础。从世

界范围里看，标准化的大学入学考试仍是各国普

遍重视且采用的重要高校录取依据。因此，即使

在高考科目设置等方面会有一些变革，不把高考

成绩作为唯一的录取依据，但我国高校录取以高

考成绩作为重要依据或基本依据的格局依然将会

长期保持稳定。

然而，纸笔测验对于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考查是非常有限的。因此，我们建议：在升学评

价尤其是高校录取时要求学生提交研究报告过程

档案，以便于了解学生在探究实践与创造创作能

力方面的发展状况。研究报告可以是科学探究

类、技术设计类的，也可以是文学艺术类、哲学

社科类、社会调查类等各个方面。在实施过程中

要强调提交诸如初始研究、研究中的不足与教师

指导建议、后续研究、收获感言等过程性成长档

案材料。将研究报告过程档案作为升学依据，必

定会倒逼中小学加强研究性学习 （小课题研究）、

促进跨学科实践的真正开展。

具体录取时，如果总录取名额设为１００人，

高校可先主要依据考生分数从高到低录取８０人。

其余２０名录取名额按考生分数提取１２０％的考

生材料，即提取２４位考生的材料，通过分析研

究学生研究报告等材料，决定录取哪２０位考生。

也就是说，高校绝大多数的录取名额仍是以考试

分数为主要录取依据。虽然提档时只是多提了４

名考生的材料 （占录取名额的４％），但所有

（１００％）的考生都会认真提交研究报告过程档

案，从而对整个基础教育产生明显的引导作用。

这就叫以４％撬动１００％。

建议十二：强化动手能力评价，促进学生动

手动脑融合发展

动手能力不仅是指一些重要的生活技能和职

业技能，也是对未来生存与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种

基础能力。我国要向高科技、中高端产业进军，

实现产业升级，解决卡脖子核心技术，实现技术

“领跑”，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研究与开发团队中

急需大量高技能人才。实际上，尖端创新对高端

学术人才和从事基础研究人员的动手能力也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宇树科技创始人王兴兴在机器人

领域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创新成就，就源于他从小

对电子机械制作的痴迷。因此，动手能力不仅是

进入社会生活和升入职业院校的重要基础，也应

成为升入普通高等院校必备的基础能力。

用升学指挥棒推动创新精神与探究实践能力

培养真正落地，是一项系统工程，除需增加 “研

究报告”过程档案，还要强化动手能力等方面的

评价。２０２３年５月９日，教育部办公厅印发的

《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要求

“将实验操作纳入中考”。２０２３年９月２５日，北

京市教育委员会印发 《关于深入推进高中阶段学

校考试招生改革的实施意见》，通过强化实验考

核环节 （物理８０分中有１０分是实验操作），强

化学生动手实践能力的培养。当然，升学评价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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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实验考核等评价手段，并不是简单地考核学生

的动作技能，而是强调动手与动脑的结合，既要

动手做，又要动脑筋。

建议十三：推行部分学科开卷考试，倒逼试

题设计更加强调素养导向

随着我国考试评价不断改革改进，试题的设

计日益强调能力立意、素养导向。尤其近年来的

高考中考试题，日益强调考查学生灵活运用所学

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单纯依靠死记硬背和

反复机械刷题，已经很难取得高分。考试时，即

使提供教科书和习题集，学生也无法直接从中找

到确定答案或现成解题套路。

在上述改革基础上，我们建议：在部分学科尝

试采取开卷考试，进一步倒逼试题设计者更加强调

评价的素养导向、能力立意，减少靠单纯记忆、机

械训练、低水平重复就能应付的考试内容与形式，

引导师生进一步强化教与学的素养取向。全国多地

已经开展了多年的开卷考试实践探索，北京市也将

在２０２５年中考中开始探索道德与法治科目笔试开

卷。另外，平时的测验等形成性评价，以及每学期

的期中期末考试，也可以更多尝试开卷考试。同

时，要深入研究开卷试题的设计与答卷的评分，从

而对学生学习与应考形成正向引导，阻断死记硬

背、机械重复刷题等学习方式。

建议十四：编制情境化与选择性试题，注重

考查学生分析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

建议试题编制进一步强调真问题、真情境，

继续释放应用性、探究性、综合性、开放性、时

代性、创新性的命题信号，更加注重考查学生认

识真实世界、分析解决真实复杂问题的能力，强

调学生对所学知识的融会贯通和灵活运用能力。

如道德与法治试题中要求学生针对 “卧铺挂

帘”这一真实的社会热议话题展开分析，引导

学生认识到分析问题时既要考虑从法律层面维

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要从道德层面维护社会

的和谐温暖，从而学会辩证地运用道德思维与

法治思维。

同时，我们建议：增加试题的选择性，给出

多道平行试题，允许学生结合个人的生活经验和

特长优势，从中选择自己感兴趣或擅长的问题来

回答，展现自己的深度思考与独到见解。比如，

高考作文可以提供两三道作文题供学生选择，学

生可以选择与自己更加相关、更有话可说的话题

撰写作文，强化试题与个体生活经验的相关性。

建议十五：构建偏才怪才识别与养护机制，

为个性化创新人才开启特别发展通道

当前，高校录取体制阳光透明，公平公正，

高效节省，原则性有余，但弹性、灵活性不够。

１８岁时钱伟长以中文和历史双百分的成绩考入

清华大学。但实际上，钱伟长是个 “偏科生”，

在数理上一塌糊涂，物理只考了５分，数学、化

学共考了２０分，英文因没学过是０分。
［１８］９０后

王兴兴创立的宇树科技生产的机器人全球领先，

他从小痴迷科技探究与电子机械制作，然而中考

时，由于英语成绩较差，让他差点没考上高中。

而高中三年英语也一直拖后腿，好在终于考上了

浙江理工大学机械与自动控制学院机电专业。考

研时也因不够英语线，王兴兴没上成心仪的浙江

大学。［１９］

我们建议：对于那些有创新潜质、有拔尖表

现，但明显 “偏科”或表现独特的 “特殊拔尖创

新人才”，在高校录取时给予 “试录取” “试入

学”特别政策。“宽进”的同时 “严出”，学习年

限相关政策和毕业标准与其他学生相同，一视同

仁。即使他们中有一些人延期毕业，甚至有一些

无法达到毕业标准，能够拥有一段高校学习生活

经历对于他们的成长也将是有益的。而且，相信

这样的灵活录取政策实施后，一定会使一批特殊

的拔尖创新人才得到滋养和发展。

建议十六：设置高中ＡＰ课程，避免学生集

中在少数几个高考科目上过度竞争

大学先修课程 （ｔｈｅ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

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Ｐ课程）是在高中阶段开设的、达

到大学学术标准与学业水平的课程，供高中生选

修，相当于在高中阶段先行选修大学的课程。

ＡＰ课程最早于１９５５年在美国设立。如果学生

参加全美统一命题的相应科目的ＡＰ考试并考试

合格 （即获得３至５分，５分为最高分），在大

学录取时就会更有竞争优势，还可获得多数大学

认可的学分并在进入这些大学后免修这些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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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４年，美国３５．７％的高中学生选修了至少一

门ＡＰ课程，超过２２．６％的高中生至少有一门

ＡＰ课程考试合格。
［２０］目前美国提供４０门ＡＰ课

程，均为大学一、二年级的基础课，涉及英语、

外语、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历史与社会科学、

艺术等领域。

我国自２０１４年开始在部分高中设置供学生

选修的ＡＰ课程，建议大力推广这一改革试验。

同时，建议高校录取时参考中国ＡＰ课程考试成

绩，可先在 “双一流”高校中开展试点改革。从

目前我国高校录取依据的结构看，竞争角逐的科

目结构过于单一，选择空间有限。若可以从经济

学、心理学、环境科学、计算机科学、艺术等几

十门ＡＰ课程中进行选修选考，则有利于拓展我

国高中生的知识视野，促进学生个性化、多样化

发展。我国高校若能在录取时尝试参考中国ＡＰ

考试成绩，则可避免考生集中在少数几个高考科

目上死卷深挖。

建议十七：加强新时代科学教育，打造多元

化科技实践生态场域

２０２３年５月，《教育部等十八部门关于加强

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发布，要求

全面落实在教育 “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的

各项措施，要求 “重在实践，激发兴趣”“进行

场景式、体验式科学实践活动”“在现实生产生

活环境中学习科学知识”等。做好科学教育加

法，不仅要从数量上保证高校录取中足够比例的

理科招生数，还要从质量上提升中小学的科学教

育实效，而不是简单增加小学科学和中学理科类

课程的必修课程内容或课时。

因此，我们建议：增加更多机会让学生自主

开展科技阅读，到校外生产劳动和社会实践中探

究科技的力量，在校内实践类活动课程中探索科

技的奥妙，提供更多科技类选修课供学生自主选

择，给科技优势学生私人定制科学学习快车道，

在升学考试中给学生展示科技研究报告和科技动

手操作的机会，高校录取时给科技偏才怪才提供

特别通道，在高中提供选修科技类ＡＰ课程的机

会并把ＡＰ成绩作为高校录取的依据，等等，进

而打造多元化科技实践生态场域。

建议十八：制定三步走改革规划，通过检查

问责确保学生健康成长全面发展

形势逼人，挑战逼人，使命逼人。本文建议

的每项改革举措要真正实现都须认识坚定、措施

坚决、持续坚持，都须制定近期 （到２０２７年）、

中期 （到２０３０年）与远期 （到２０３５年）三步走

改革规划，分阶段逐渐达到目标。

只有认识到位、决心到位、措施到位、检查

到位、问责到位，改革才能最终到位，学校也才

能不折不扣、主动积极地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

针，真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真正解决基础教育

课程领域长期存在的一些困扰和问题。这里，检

查到位、问责到位极为关键。教育行政部门制定

政策，出台文件，召开发布会，只是问题解决的

开始。为确保执行到位而开展的监管更是教育行

政部门的重要职责，如果督导检查走形式，反馈

问责走过场，那么政策落实不到位的部分责任就

在政策制定者，在教育行政部门。这里，省级教

育行政部门是关键中的关键。我们建议教育部督

促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公开发布本地各校中小学

生体质监测和学校体育工作评估、学生心理健康

状况监测、劳动教育开展情况等各方面数据，接

受人民群众监督。

一个国家实施什么样的中小学课程，就有什

么样的新一代国民。我们提出基础教育高质量课

程建设的１８条建议，旨在通过调整课时比例、

完善课程结构、改进教学与评价方式，使学生在

校期间各类学习活动的时间结构、负担结构更加

合理。如果学生有更多的时间去运动，去劳动，

去动手，去实践，去自主阅读，去深度求索，去

批判创新，去开展个性化的自主学习，他们将会

更加健康地成长，更加全面地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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