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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科学研究是以教育科学理论为武器，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来研究教育这种复杂社会现象发展
和变化的客观规律，指导人们更好地进行教育实践的创造性活动。
由于教育科学是教育活动知识形态的表现和精华，在教育的发展中实际上起着“第一生产力”和“二
级放大器”的作用。
在相同的外部条件下，通过教育科研来推进教育事业的发展是启动教育内部动力、走内涵发展道路的
必然要求，这也是教育进入现代科学形态的标志和教育事业腾飞的重要条件。
在实施“科教兴国”战略的过程中，教育科学研究的作用尤其值得重视。
　　一、教育科研事业欣欣向荣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科学研究得到长足的发展，是建国以
来教育科研事业欣欣向荣的最好时期。
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和国家更加重视和提倡教育科研　　重视和提倡教育科学研究
，是我们党和国家要大力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实现跨世纪战略任务所需要的，也是认真学习邓小平
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需要。
粉碎“四人帮”以后，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了“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观点。
他指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科技是关键”，“基础在教育”。
他还指出：“科研工作要走在前面”，“科研工作要抓紧”，“科学当然包括社会科学”。
早在1975年9月他就说过：“如果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不走在前面，就要拖整个国家建设的后腿。
科学研究是一件大事，要好好议一下。
”　　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这一时期党和国家有关教育的重要文件和法律中都对开展教育科学研
究有明文规定。
党中央、国务院1993年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是指导20世纪90年代乃至21世纪初我国教
育改革与发展的纲要性文件。
该文件规定：“加强教育改革和发展的理论研究和试验。
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要把教育科学研究和教育管理信息工作摆到十分重要的地位。
”1995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11条规定：“国家支持、鼓励和组织教育科学研究、推
广教育科学研究成果，促进教育质量提高。
”　　为了推进我国的教育科研事业，1978年教育部向国务院打报告，重新恢复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
所。
到了20世纪90年代，全国除港、澳、台地区外，已有专门教育研究机构700多个，专职科研人员5 600余
名。
此外，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都设有教学研究室，教研人员12万余名。
近几年，研究机构及人员有了更大发展。
据不完全统计，现有科研机构千余个，专职科研人员l万余名，若计入兼职科研人员，则队伍数量居世
界前列。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开始制定以5年为周期的教育科学研究规划。
1983年成立了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由教育部主要领导担任组长。
“六五”规划确立的重点研究项目仅36项，“七五”增至156项，“八五”达到547项，“九五”增至1
100余项，“十五”又有明显的增加，反映了教育科研的大好形势。
　　1997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李岚清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题词：“进一步搞好教育科学研究，为科
教兴国的千秋伟业作贡献。
”这不仅是对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期望和要求，也是对全国教育科学研究工作者的期望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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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01中国基础教育发展研究报告》是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牵头，联合31个省（自治区、直辖
市）的教育科研机构、部分高等院校和教育行政部门，为落实全国教育科研院（所）长会议精神，加
强全国教育科研网络建设，更好地为教育决策和教育实践服务，根据教育部领导的指示，集思广益、
群策群力完成的。
该《报告》是新世纪第一本有关基础教育发展的研究报告，包括“形势·任务、改革·发展、研究·
探索、经验·报告、案例·分析、和数据·资料”六个方面，对我国基础教育发展的状况进行了较全
面、科学的总结。
其内容既有来自权威教育部门的宏观政策与分析，也有知名教育专家的论述与见解；既有对国家有关
基础教育宏观概况的分析，也有来自全国31省、自治区和直辖市实施基础教育的第一手资料，还有部
分区域教育发展的经典案例。
理论性与实践性有机结合，注重总结我国实施基础教育的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是该《报告》的一
大特色。
 《报告》 的出版，对深化基础教育改革、推进中小学实施素质教育将产生重大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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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与思考实施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扎实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琏础教育是建设“教育之城”的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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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综述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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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安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报告　　安徽省教育厅　　一、“十五”期间基础教育发展的目标与任
务　　基础教育是教育事业的基石，对于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各级各类人才，对于实施科教兴皖战略
，有基础性、先导性和全局性的重要作用。
农村义务教育是我省基础教育的重点和难点。
各级政府和各部门要从加快发展、富民强省的高度，加大对基础教育特别是农村义务教育的支持力度
，真正把基础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作为各项建设的基础，切实予以保障。
　　我省基础教育工作的指导思想是：以邓小平“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示
和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不断提高基
础教育的质量和水平，努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大批德智体
美等全面发展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1．继续提高“两基”工作的质量和水平　　尚未通过国家“两基”验收的县，要打好攻坚战，
积极推进九年义务教育和扫除青壮年文盲；已经实现“两基”的县（市、区）要重点抓好巩固提高，
有欠账的要尽快补缺补差，使办学条件得到明显改善；省辖市市区和部分经济、教育基础较好的县（
市、区）要高水平、高质量地普及九年义务教育。
到20（）5年，全省小学适龄儿童入学率保持在99％以上，辍学率控制在l％以下；初中阶段入学率
达90％以上，农村初中辍学率控制在3％以下；青壮年非文盲率保持在95％以上。
　　2．大力发展高中阶段教育，促进高中阶段教育协调发展　　省辖市市区要普及高中阶段教育，
部分经济、教育基础较好的县（市、区）高中阶段入学率达到70％以上。
全省力争到2005年，高中阶段毛入学率达到48％左右。
鼓励社会力量采取多种形式发展高中阶段教育。
保持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合理比例，积极探索普通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互沟通的高中办学模式。
　　3．重视和发展学前教育　　坚持国家、集体和公民个人一起举办幼儿园的方针，进一步提高学
前三年幼儿入园率。
到2005年，城市、县城和有条件的乡镇政府所在地基本普及学前三年幼儿教育，其他地区在普及学前
一年幼儿教育的基础上，积极发展学前二年、学前三年幼儿教育。
加强乡镇中心幼儿园建设并发挥其对村办幼儿园（班）的指导作用。
　　4．巩固和发展特殊教育　　重点普及残疾儿童少年九年义务教育，积极发展残疾儿童学前教育
，加快发展残疾人职业技术教育，稳步扩大残疾人高中阶段教育规模，优化特殊教育结构，努力提高
教育质量和办学效益。
　　5．深化教育改革，全面实施素质教育　　进一步加强德育工作，优化青少年学生健康成长的社
会环境，全面改革基础教育课程、考试评价制度和招生选拔制度。
初步形成适应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教师教育体系，中小学人事制度改革取得显著进展，教师队伍的
职业道德和业务水平明显提高，在全省乡镇以上有条件的中小学基本普及信息技术教育。
　　6．完善基础教育管理体制　　建立与农村税费改革相适应的基础教育，尤其是农村义务教育投
入和按时足额发放中小学教师工资的保障机制。
加快中小学危房改造。
加强对公办学校改制试验的领导与管理，进一步发展和规范社会力量办学。
　　7．规范义务教育学制，保证义务教育年限　　全省用5年的时间，将五年制小学全部过渡为六年
制小学，有条件的地方应力争提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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