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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2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这个课程标

准是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

在“实验稿"实施的十年中，我国小学语文的课程在实施教学和评价等方面都存在着

许多问题亟待解决，而新课标的颁布势必将推动我国小学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的进一

步深化改革。我们在归纳总结自己已有经验的同时，也应关注其他国家的母语课程改

革，借鉴有益经验，吸取教训，以便为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和完善提供参考。

本文选取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卜8

年级语言课程标准》(2006年版)进行比较分析，采用文献法和比较法等研究方法，

从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课程理念、结构框架、课程目标与内容、课程评价等几个方面

进行比较分析，目的在于通过比较两国课程标准的相同之处和差异性，了解我国语文

课程标准的不足，以对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实施和进一步完善有一定的启示和借鉴。

通过比较分析可以得出，加拿大的母语课程标准有很多亮点值得我国关注。如课

程目标细致的年级划分和详尽的语言表述，课程目标的表述呈现出很强的“框架意

识”，关注学生各种学习策略综合掌握与运用，学习策略体系比较完整，呈现出体现

出其丰富的理论基础，课程评价整个课标的可操作性比较强。同时，加拿大的课程标

准关注学生思维的发展，重视学生学习策略的习得，将“媒介素养”列为了重要的课

程内容，并形成了比较系统的课程体系。相比之下，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在这些方面

的要求比较薄弱，值得在我国课程标准的修订中反思和借鉴。

201 1年版的语文课程标准在总结“实验稿”实施十年的经验基础上进一步完善、

发展而来，十年的语文课改虽然仍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但必须承认“新课程"的理

念和思想已经日益深入人心，语文“新课标"的实施势必将推动我国语文课程的进一

步深化改革。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更为强化了中国特色，渗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同时也凸显了时代特色，开拓了国际视野。将语文课程致力于学生语文实践能力的发

展、综合素养的提升以及良好人格的养成，更为强调了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较好的

体现了人本主义思想。通过与加拿大安大略省语言课程标准的比较，可以发现加拿大

的课程标准与我国存在很多差异性，的确有许多优点和亮点值得我国借鉴，但通过对

． 差异的归因分析，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借鉴并不是移植照搬，因此，我们在去其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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粕，取其精华的同时要充分考虑到我国国情的适应性。就地域广阔、人口中众多，教

育发展及其不均衡的中国来说，如果能在全国实行统一的语文课程标准之下，各省根

据本土学情以及经济、教育发展特点，将课程目标进一步具体化和系统化，尤其是细

化年级目标，完善学习策略体系以及相关策略指导，以使课程标准的实施更加因地制

宜，这样将会增加课程标准的可操作性。

本文在引言部分，主要探讨了本论文的研究背景，分析了研究目的与意义、进行

相关概念的界定，综述了研究现状，介绍了本论文的研究方法。第一章介绍了中加两

国母语课程标准制定的背景和相关理论的阐述。第二章是对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一

基本结构框架进行了比较分析，通过相同点和不同点的比较分析了差异性的原因。第

三章是对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中课程理念的的比较。通过比较可以得出两国的母语

课标都很强调母语语言文字教育的重要性，以及重视语文教学的开放性。第四章是对

中加母语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与内容进行比较，首先分析了我国语文课程中三维目

标，然后从听说目标、阅读目标、写作目标三个领域对中加两国具体课程目标与内容

进行了细致的比较。第五章是对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中的评价建议的比较。重点分

析了安大略省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以及对我国课程评价的启示。最后在结论部分总结

了在课程标准的比较中得到的母语教育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加拿大；课程标准；小学母语；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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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3
一

In 20 1 2 our country ministry of education promulgated 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20 1 1 edition)tt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is promulgated in

2001，the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experiment draft)”on the basis

of the modification．In implementation of the”experiment draft”in ten years，China’S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in the implementation of teaching and evaluation etc．There are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and the new lesson mark will promote the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and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Chinese teaching．We sum up their

experience at the SalTle time，the mother tongue curriculum reform should also focus on other

countries，leam from good experiences，lessons learned，SO that for 0111"country’S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revising and improving．

This article selects our country compulsory education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20 1 1 edition)，and Canada，Ontario，the grade 1-8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2006)a

comparative analysis，use the research methods such as literature method and comparative

method，from the two countries first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the concept，structure

frame，cours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curriculum evaluation and SO on several aspects carries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the purpose is to through comparing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insufficient understanding of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in our country，to our country and further perfe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has the certain enlightenment and

reference．

Through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Can be concluded that Canada nativ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 there are a lot of bright spot is worth our attention．Such as objective of

detailed grade classification and detailed language，objective statements showing a strong

consciousness of”framework”，pay close attention to students comprehensive grasp and use

all kinds of learning strategies，learning strategy system is more complete，reflect its rich

theoretical basis，presents the course evaluation of the whole mark stronger operability．At

the same time，the Canadian curriculum standards focus on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thinking，attention to the acquisition of students learning strategies，the”media literacy”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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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important curriculum content，and formed a systematic curriculum system．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in China，by contrast，demand is weak in these aspects，is worth

reflection and in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 revision of reference．

In 20 1 1 edition of the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experiment draft”1 0 years of

experience on the basis of further perfect，development,and a decade of change language

lesson although there are still many problems to be solved，but it must be admitted that the

concept of"new curriculum”and the thought has increasingly thorough popular feeling，the

language is bound to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new standard of Chinese course to

further deepen the reform of our country．Revised curriculum standard more to strengthen th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but also highlights the era characteristic，

develop the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Will Chinese course is devot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Chinese competence，comprehensive quality of ascension，and the formation of

good personality，more emphasis on the people-oriented education idea，better reflects the

humanistic thoughts．Comparing with th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s，Ontario，Canada，

the Canadian curriculum standards Can be found and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OUr

country，there are many advantages and bright spots worth OUr using for reference，but

through the attribution analysis of the differences，we must clearly recognize the reference is

not copied transplantation，as a result，we are go to its dregs，takes its essence and to fully

consider the adaptability of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Are numerous in the vast area，

population，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unequal of China，if you Can under the national

unified standard of Chinese curriculum，the provinces according to the local learning and

character of economy and education development will further specific and systematic

curriculum goal，especially refined grade target，perfect the system of learning strategy and

related policy guidance，in order to mak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more

adjust measures to local conditions，this will increase the maneuverability of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This article in the introduction part，mainly discusses the research background of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search purpose and meaning，definition of related concepts，

summarizes the research status，introduces the research methods of this paper．The first

chapter to add the background of the language．curriculum standards between the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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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untries and related theory in this paper．The second chapter is to add two countries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 has carded on the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the basic structure of

the framework，through the comparison of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nalysis of the causes

of differences．The third chapter is to add two countries tongue ideas of courses in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comparison．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Can

be drawn from native language curriculum is emphasized the importance of mother tongue

language education，and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openness of the Chinese teaching．Add

native language in the fourth chapter is about comparison of course objectives and contents

of curriculum standard，first of a11 analyzes the 3 d object in Chinese curriculum in Our

country，and then the targets from listening，reading,writing goals three areas of

canada-china bilateral specific curriculum objectives and content has carried on the detailed

comparison．The fifth chapter is Suggestions to add native language curriculum standard in

the evalua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Ontario，analyzed language learning achievement

evaluation sheet and enlightenment to curriculum evaluation in our country．Finally in the

conclusion part summarizes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of the comparison of the mother tongue

education enlightenment．

Key words：China；Canada；Curriculum standard；Primary school language；A comparative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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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背景

引 言

母语是一个民族的第一语言，用以交流感情、积累知识、传播文化，是与一个民

族的发展息息相关的。当前世界各国都把发展教育放在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位置，在

基础教育领域，重视母语在民族发展中的重要性和母语教育对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一

个民族必有自己的语言，如果一个民族的母语被本身遣弃，那么这个民族就如失去灵

魂的躯体。"母语传承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民族灵魂的象征。同时，母语是学

好其他各学科的基础，是最重要的工具，所以世界各国都将母语课程的改革作为基础

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母语课程标准及其目标的制订，是母语课程改革的总纲领，规

定着母语教育改革的方向。对当前世界各国的母语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已成为各国

基础教育改革的重点。

2012年我国教育部颁布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这个课程标

准是在2001年颁布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基础上修改完善而成的。

在“实验稿”实施的十年中，我国小学语文的课程实施教学和评价等方面都存在着许

多问题亟待解决，而新课标的颁布势必将推动我国小学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的进一步

深化改革。我们在归纳总结自己已有经验的同时，也应关注其他国家的母语课程改革，

借鉴有益经验，吸取教训，以便为完善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提供参考。

通过查阅资料发现，当前我国学者对的母语课程的比较研究，主要集中在对我国

新旧语文课程标准的比较和对不同版本语文教材的比较。也有一些语文教育工作者致

力于研究外国的母语课程和教材，与我国的语文课程与教材进行比较分析，但研究对

象大都集中于对美国、英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的母语课程的研究。一直以来，美国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受到世界的关注，被视为世界基础教育改革的风向标，而其邻国一

一加拿大所特有的异于美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课程改革却一直被我们忽略。加拿大也是

当今世界上的发达国家之一，其国土面积广阔，民族众多，与我国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加拿大拥有世界公认的最为完善的教育体系，具备世界一流的大学、中学、小学教

育，尤其是在公共教育方面，公民或永久居民及其子女从小学到中学全部免费教育，

是人均教育资源占有量最富裕的发达国家。加拿大在公共教育方面良好的发展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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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其稳居世界教育大国的前列。”∞由于与美国毗连，加拿大教育的闪光点经常被美

国所掩盖，也一直没有受到我国教育工作者的广泛重视，所以当前我国对加拿大母语

课程方面的现状了解甚少，对加拿大母语程标准的研究非常有限。

加拿大十分重视母语教育，能够贯穿基础教育1-12年级的必修学科的只有英文，

而且对学生母语成绩的考核非常严格。这其中肯定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和举措值得

我国学习和借鉴，因此本文选择加拿大的母语课程标准作为比较对象。由于加拿大实

行省教育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没有统一的国家课程标准，同时加拿大的官方语言有

英语和法语两种。因此，本文选取了加拿大有代表性的一个省——安大略省(Ontario)

为研究对象。安大略省是加拿大的第二大省，是加拿大的政治、经济中心，也是加拿

大的教育中心，是加拿大课程、教材、评价最为成熟的省，其母语为英语。安大略省

教育部于2006年颁布了《安大略省卜8年级语言课程标准》(T】!le Ontario Curriculum，

Grades 1-8：language，2006)，这一课程标准与我国的标准在结构、课程理念、目标与内

容以及评价等方面存在哪些异同，又对我国的母语课程改革有哪些启示和借鉴都值得

深入研究分析。

二、研究的意义

(一)理论意义

通过对中加两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进行比较分析，总结两个课程标准在结构框

架、课程理念、课程目标与内容以及课程评价等方面的异同以及各自的特点，从中获

取一些可以借鉴的经验，拓宽我国语文课程改革的理论视角，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提供一些理论上的参考。

(二)实践意义

通过本课题的研究帮助我国广大语文教育工作者更加深入理解我国的语文课程

标准，也加深对加拿大母语课程标准的认识，拓宽其教育视野，为我国语文教育工作

者开展母语教育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和借鉴。通过中加两国的课程标准比较，呈现出

了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不足之处以及语文改革进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这将为教育工

作者尤其是一线小学语文教师提供一定的参考，以利于一线小学语文教师在教学实践

①许江媛，加拿大公共教育发展史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7年，第2页。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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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扬长避短，更好地在实际教学中实施课程标准的理念和目标。

三、概念界定

(一)对课程标准的界定

课程标准的演绎性定义方法就是由“课程"和“标准"这两个概念演绎或延伸出

“课程标准"的涵义和界定。其中，“标准”是中心概念，“课程’’是限定性概念。因

此，课程标准就是关于课程的标准。“标准”’一词在《辞海》中的释义为“衡量事物

的准则"。警在英语中，“标准(standard)"是指“为达到特定的目的所要求的程度，

适当的尺度，社会或实践所期望的行为准则。"由此可见，标准是用来评价的尺度，

那课程标准就是为评价课程而产生的。有关“课程"的界定有很多，比较受到认同的

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课程即教学科目、课程即学习经验、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

课程即有计划的教育方案等。固将这些定义综合起来并加以推演，就形成了课程标准

的定义。本文采用的相关界定为：“课程标准”即是规范和衡量课程计划、目标、内

容和学习经验等课程要素的准则和尺度。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指

出：课程标准主要是应对学生经过某一段学习之后的学习结果的行为描述，而不是对

教学的具体规定；它是国家制定的某一学段共同的、统一的基本要求，而不是最高要

求；课程标准的范围应该涉及作为一个个体发展的认知、技能与情感三个领域，而不

仅仅是知识方面的要求。④课程标准是编写教材和实施教学的依据，同时也是评估学

生学习成绩和教师教学质量的依据。

在加拿大，没有“课程标准”这样的称谓，仅仅使用“课程”(curriculum)一词。

安大略省教育部将其称为“课程文件”(curriculum documents)。在加拿大安大略省

教育部网站中，有关“什么是课程文件”的解释是：课程文件规定了在安大略省的公

立学校中将教给孩子什么，描述了学生在每个年级、每门学科需要掌握的具体知识与

技能。教育部通过开发和发布课程文件为全省设定了标准(standards)，为安大略省

的所有教师使用。@可见，课程文件规定了全省学生在不同学习阶段要达到的一个学

习标准，因此，我们也可以将安大略省的“课程文件”称为“课程标准”。《加拿大

①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9年，第926页。

@潘洪建刘华蔡澄编著，课程与教学论基础[M]，镇江：江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5．37页。

@柯森，基础教育课程标准及其实施研究(博士学位论文)[D]，上海：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第13页。

④钟启泉崔允济张华主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

弟i72贞。
’

@翻译自安大略省教育部网站：http：／／www．edu．gov．on．ca／eng／curriculum／(What are curriculum docu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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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大略共同课程省级标准》指出，课程标准是为评估学生学习而设计的一般标准。该

标准通过描述期望学生达到的省级标准，为所有学生设立了相称的目标。它们的根本

目的是为了给教师、家长和学生提供对期望学生达到结果的清晰的陈述。课程标准对

学生提出了较高但是合理的要求，这些要求调和了学生现有学业水平和期望达到的学

业水平，以保证此标准兼具未来性和现实性。教师可以运用课程标准来评估学生的学

习，并与学生、家长一起规划如何提高。教师也可以将标准作为向家长报告学生学业

成绩的参考。家长可以运用课程标准来评估孩子的学习情况，校董会和教育部可以用

这个标准作为课程评价的依据。∞

(二)对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界定

母语是“父母乃至多代以前一直沿用下来的语言。母语具有继承性，它体现了人

们世代以来的语言关系。”②母语是儿童一出生就接触到和获得的语言，或称为第一语

言。我国的母语是汉语，课程标准中的称谓是“语文”；加拿大的母语分为英语和法

语两种，其中安大略省的母语是“英语”，其课程标准中的称谓是“语言"(1anguage)。

为了统一称谓，本文将我国的“语文”和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语言"总体上统一称为

“母语”，但出于两国不同的不同的称谓习惯，本文出现的“语文”、“语言"等称谓

实质上与“母语”的概念是相同的。

小学语文课程标准是国家教育行政部门依据国家颁布的教育方针和教学计划制

定的小学语文课程的带有法律意义的文件。所谓“标准”就是“衡量事物的准则”，

语文课程标准就是有关语文课程编制和教学活动的基本准则。课程标准以准则的形

式，规定了小学语文学科的性质、教学目标、任务、要求、教学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教材编写的体系和结构，同时提出对教学的原则要求。@

中加在学制上有所不同，加拿大的卜8年级相当于我国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卜9年

级(其中两国小学阶段的学制是相同的，均为6年制，加拿大初中的学制比我国短一

年)。本文的比较对象为我国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与《加拿大安

大略省1-8年级语言课程标准》(2006年版)，均为两国现行的母语课程标准。由于两

国课程标准均采用了小学初中一贯制的设计，因此在对课程标准结构框架、课程理念

以及课程评价的比较中主要对两个标准进行整体比较，而对具体课程目标的比较上主

①沈兰，关于制订课程标准的建议——兼评《加拿大安人略省数学课程标准(1—9年级)》[J]，外国教育资料，
2000年第5期。

4陈昌来主编，对外汉语教学概论[M]，上海：复重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4页。

@吴忠豪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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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选择这两个标准中的小学部分进行对比分析，即我国卜6年级语文课标和加拿大安

大略省的卜6年级的语言课标。

四、文献综述

(一)关于我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研究

课程标准一直是课程改革的风向标，2001年版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

(实验稿)》(以下简称“实验稿”)实施10年来，一直受到我国学者和教育工作者的

广泛关注，通过搜集到的文献资料中可以看出，不管是微观层面还是宏观层面，对‘‘实

验稿"研究都非常丰富。由于2011年版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新

课标”)是在“实验稿”的基础上完善、修订而成的，并且实施时间较短，因此对“新

课标”的研究大都聚焦于新旧版本课程标准的比较以及对“新课标”的解读上。

1、宏观层面的研究

与“新课标”相呼应的出现了许多版本的“课程标准解读”丛书，如由温儒敏、

巢宗祺主编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主要从专业学者的角度

对“新课标”进行解读。该书系统地总结回顾了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10年所取得

的成就，以及面临的问题与挑战，介绍了语文课程标准修订的背景和进程，从前言、

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综合性学习、教材以及推荐背诵篇目和课外阅

读几个板块对“新课标”修订内容进行详尽的说明和解读，其中对于五大学习领域的

课程目标解读分别从课程目标与内容、教学与评价几个方面具体解读，并分别附录了

案例及评析以进一步阐述课程标准的一些理念。该书认为与“实验稿"相比较，“新

课标”的修订后在课程目标方面下YIP．大功夫，更明确强调语文课要培养正确地价值

观，培养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感情，发展个性，尊重多样化，提高文化品位。落实到

教学上则有更具体的分学段的要求。④由肖川主编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解读》则将整个课程标准分为小学部分和初中部分分别进行解读。在课标解读

的小学部分，该书对“新课标”修改内容中所强调的语文课程与教学理念进行了宏观

层面的思考，认为“新课标”强调了语文教育的奠基地位，强调了听书读写的相互联

系以及人文素养与与培养语文能力融为一体等理念。㈢从课程理念、课程目标、实施

①温儒敏巢宗祺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

页。

。肖川主编，义务教育语义谦程标准Lz011年舨J解读mj，武汉：'刎北教育出版社，'2012牛，弟儿贝、29页、

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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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几个方面对新版课程标准内容分别予以解读，并从策略、思路、方法等方面提出

建议，供教师们的参考。由朱家珑主编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案例式解

读——小学语文》以案例解读的形式对“新版标准”前言、课程目标与内容、实施建

议三大部分进行详细解读。该书主要从“新课标”中核心课程理念和关键问题出发，

如“如何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如何指导学生修改习作”，“”评价如何尊

重学生的个体差异”等，凸显核心问题，抓住关键问题，破解困难问题，让教师在问

题中理解新课程标准；对基本问题中包含的重要概念、核心理念、主要内容等作出词

条式解释；根据基本问题列出典型教学案例，帮助教师更直接、有效地领会问题所蕴

含的理念内涵，∞促进教师更准确和创造性地理解和实施新课程标准，对如何达成“新

课标”中的课程目标提供了一定的策略支撑。

除了一些课标解读丛书之外，对“新课标"进行宏观分析的期刊论文也比较多。

巢宗祺先生《关于语文课程性质、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的对话》②和温儒敏先生《关

于201 1年版课程标准的对话》@两篇文章，对课程改革以及“新课标”修改内容中的

一些热点问题以及基本理论进行了解答和解读，从宏观上对“新课标”进行了剖析，

温儒敏先生指出了本次“新课标”的一些新亮点，如适当减负，更加重视写字与书法

的学习，强调个性化阅读等。戴正兴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行将全面开启语

文课程改革新征程——解码<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一文通过对修订稿与实验

稿的深入解读，概括性地提出修订稿的“六大特征”和“六大亮点”，包括“新课标”

充分体现了科学发展的主题，始终贯穿“关注学生全面发展"的主线，坚持了继承与

发展的相互渗透，强调了语文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等。④另外一篇《聚焦“十大看点”

读懂“语文课标》⑨对”新课标“进行了全方位的剖析，分条目总结了“新课标"在

理念的一些特点，并给教师提出了相应的要求和建议。巢宗祺先生在《“五个强化”：

语文课程标准新视角》一文中认为“新版课标”修定的主要内容突出了“五个强化"：

强化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语文课程中的渗透；进一步强化了培养学生的社会责

任感、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进一步强化了学习祖国语言文字的运用；进一步强化了

课程目标的切合性和教学实施的可操作性；针对语文教学中的突出问题，采取一些新

①朱家珑主编，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11年版)案例式解读——小学语文[M]，2012年，第2-3页。
誊巢宗祺，关于语文课程性质、基本理念和设计思路的对话[J]，语文建设，2012年第5期。

3温儒敏，关于2011年版课程标准的对话[J]，语文建设，2012年第7期。

。戴正兴，《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颁行将全面开启语文课程改革新征程——解码《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

[J]， 语文教学通讯：小学(C)，2012年第3期。

4戴正兴，聚焦“十大看点”读懂“语文课标!J]，教学月刊：小学版(语文)，2012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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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措施，强化改革力度。①潘天正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版)>内涵解读》

中通过新旧两个版本课程标准内容指向差异的分析，总结了“新课标”具有突出语言

文字运用、明确语文课程的本质属性，目标设定内容化、标准执行的具体化，实施建

议的操作性和针对性等几个方面的特点④。何立新在((201 1年版课标对语文新课程实

验误区的反正》中提出在学习2011年版课标时，不能仅停留在数字的变化和语句的

增删上，还应高度关注课标调整前后的现实背景，深入认识课标修订的针对性，感受

语文教育本质规律的决定性作用，从细微处见深意。为此，他提出应突出学科属性，

回归语文本真；强化教师地位，强调指导作用；重拾知识教学f提倡随文学习；充实

语文实践内容方式，促进语文素养整体提高；尊重文本客观确定性，反对曲解和盲目

拓展。③

总结可以发现，这些研究多都是从“新课标”的整体入手，通过与“实验稿"的

对比，总结出“新课标”反映出的一些新的价值取向、课程与教学理念的特点，反思

在新课程的背景下的课程标准的实施与教学策略等。

2、微观层面的研究

由于“新课标”颁布实施时间比较短，对其微观的研究相对较少，学者们都是从

“新课标"中的某一问题或某个侧面进行深入的探讨和研究。如徐金国在《为语文课

程正名——对<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性质的解读》一文中专门对

语文课程的性质进行了解读，他认为工具性"和“人文性"应该是一种相辅相成、互

生共进的关系，而“综合性与实践性”为我们指明了通向语文教育殿堂的正确有效的

路径，“学习语言文字运用”是对语文课程的核心任务更加明晰的界定。④((2011年版

课标：关于阅读教学的对话》中对以问答的形式对“新课标”中有关阅读的新理念，

阅读教学的目标与内容，阅读方法和技能，以及教师在阅读教学过程中需要注意的问

题进行了细致的剖析。该文章在提到“个性化阅读”理念时，认为个性化阅读是建立

在自主阅读和平等对话的基础之上的，它具有三大要义，即学生的自主阅读、教师的

启发引导以及伙伴的沟通合作。⑨郑国民在《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目标、内容与实施》

一文中就“新课标”中识字与写字教学进行了解读，对培养学生主动识字的愿望和独

∞巢宗祺，“五个强化”：语文课程标准新视角[J]，教育科学论坛，2012年第4期。

。潘天正，《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版)》内涵解读[J]，绍兴文理学院学报(教育教学研究)，2012年第2

期。

。何立新，2011年版课标对语文新课程实验误区的反正[J]，语文建设，2012年第9期。

。徐金国，为语文课程正名——对2011年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性质的解读[J]，江苏教育研究，2012

牛第30期。

2方智范李亮潘文彬，2011年版课标：关于阅读教学的对话[J]，语文建设，2012年第9期。



孙广超：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比较研究 13

立识字的能力，“认写分流”与“多认少写”的理念，下调认字量和确定字种，汉语

拼音教学目标明确“工具"特点①等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与研究。((2011年版课标：关

于写作教学的对话》②一文对“新课标”的写作教学的价值取向进行解读，并对写作

教学中出现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给教师在“新课标”背景下实施写作教学以及对

学生的写作评价提出了一些需要注意的问题和建议。

(二)关于外国母语课程标准的研究以及中外比较研究

1．宏观层面的研究

关于外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宏观层面的研究的比较多。如雷实在《国外课程标

准的基本理念》一文中，通过查阅、研究了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等多个

海外国家的课程标准资料，总结了面向21世纪的国外母语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如

“文学熏陶与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并重”，“课程标准与评价紧密结合”，“促进

学生的主动发展、培养学生的个性”， “引进先进技术加强语言学习”等。⑨

陈茨茨专门研究了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语)》，文中分析了标准制订

的背景，分析了美国全国性课程标准提出的历程，提出美国基础教育国家化的趋势。

从课程标准总体的设计理念和标准的具体内容两方面出发，总结了该标准的主要特

点。并从增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可读性、可操作性，更新课程内容，加强基础研究

四个方面，结合该标准的特点，分析了该标准的借鉴意义。@李莉专门研究了美国《加

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阅读课程标准(K-12)》，对该标准进行了背景分析、文本解析，

总结了其特点与作用，反思了对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制定、研制、完善及推广的一些

启示和借鉴。固

关于中外母语课程标准的宏观比较研究多集中于中美母语课程标准的比较上。

由于“新课标”颁布时间很短，因此中外课标比较时选择的比较对象多为我国的“实

验稿”课程标准，比较我国“新课标”的比较少。

姚志惠在对中美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中选取了美国首部统一的州共同

核心课程标准《英语语言艺术标准》与我国的“新课标”进行比较，探讨了两国语

。郑国民，识字与写字教学的目标、内容与实施[J]，语文建设，2012年第11期。

罾陆志平，2011年版课标：关于写作教学的对话[J]，语文建设，2012年第zl期。

@雷实，国外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J]，语文建设，2001年第10期。

@陈茨茨，美国《共同核心州立标准(英语)》的主要特点及借鉴意义(硕士学位论文)[D]，北京：首都师范大

学，2011年，第45页。

§李莉，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公立学校阅读课程标准(K—12)》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重庆：西南大学，2009

年，第39—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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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课程标准在理念和结构方面的相同点和差异，将两国课程标准中课程目标与内容

从阅读、写作、听说三方面进行了具体比较分析和反思，着重对我国语文课程标准

如何处理好“宏观与微观”、“工具性与人文性”、“前瞻性与适应性”这三对矛

盾进行了思考。∞付瑞在其硕士论文中对我国语文课程标准与美国三个州(加利福尼

亚、新泽西、纽约)的母语课程标准进行了全面系统的比较。从课程标准的价值取

向、结构以及课程目标三个方面比较了两国母语课标中的异同，分析了中美两国语

文课程标准形成差异的原因，通过比较，付瑞认为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应该注重科

学把握语文课程标准的价值取向，准确把握母语课程的特异性，重视语文课程目标

表述的科学性以及课程目标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提出了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改

进构想，包括：继承和发扬语言文化传统、细化语文课程标准目标的表述、增加听

说读写的策略性知识、关注媒体读写能力的培养。②白玉波的硕士论文以美国麻萨诸

塞的语文课程标准为比较对象，也对中美两国的语文课程标准作了系统的对比分析，

对两国课程标准的中理念、结构、目标、教学策略与评价策略五个方面分别进行细

致的剖析与解读，通过对比找出差异，从中得到一定的反思。㈢

除了中美母语课程标准的研究外，周葵葵在其硕士论文中将中国与日本义务教

育阶段的语文课程标准进行了比较研究，从中日两国语文课程标准的发展演变中疏

理比较了两国课程改革的基本脉络，从课程标准的理念、结构、目标、内容等进行

对比分析，重点分析了中日两国语文课标中听说、阅读、写作、综合性学习几个方

面目标和内容，通过比较分析提出了一些对课程标准修订仍需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如课程标准修订的理性周期和稳定性、继承性问题，课程标准如何体现对“思考力”

的培养等。④冯安在其硕士论文中将我国与老挝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进行了比

较，对两国语文课程标准的结构框架、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建议、

评价建议进行了全面的比较分析，就其对各自语文教育的适切性作了分析和论证，

对中国语文课程标准所面临的历史和现实中问题进行了反思。@在《韩国的母语教育

探微》一文中，学者从韩国的母语课程设里入手，分析了韩国的母语课程性质、课

∞姚志惠，中美小学语文课程标准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漳州：漳州师范学院，2012年，第55—59页。

馨付瑞，中美语文(母语)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昆明：云南师范大学，2008年，第70-75页。

@白玉波，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与美国(麻萨诸塞州)《英语语言艺术课程标准纲要》的比较(硕士学

位文)[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4年，第47—48页。

。周葵葵，中目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7年，第39

页。

。冯安，中、老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l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6年，第33-37

页。



孙广超：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比较研究 15

程目标以及课程评价三个方面的内容的特点以及对我国的启示，①让我们加深了我们

对韩国母语教育的认识和理解。

这些对课程标准宏观层面的研究思路大致相同，基本都是从课程标准的背景、框

架、理念、目标、评价等方面进行剖析，或与我国进行比较，从中反思我国课程标准

的问题，得出启示和值得我国借鉴的有益经验，对本文发的比较研究有借鉴意义。

2．微观层面的研究

对中外母语课程标准进行微观比较的研究也比较多。如有学者将我国语文“实

验稿”课程标准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语语言与艺术内容标准》中的“评价体系”

进行了比较，从呈现方式，结构、内容和表述方式，价值取向几个角度分析了两国

课程标准中评价体系的特点和差异；通过比较发现我国课程标准中的评价标准显得

比较粗糙、笼统、模糊，可操作性不强，因此学者认为应研究和创建具有高度操作

性的评价体系，逐步建立社会化的评价机制，使评价工作回归社会。④黄宗贤在其硕

士论文专门对中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进行了比较研究。文中介绍

了中美两国中小学教改浪潮和语文课程目标制定的时代背景，比较了美国国家《英

语语言艺术标准》以及纽约州、密苏里州、加利福尼亚等州的语文课程总目标与我

国语文课程总目标的共同点与差异性，着重分析了两国语文课程标准三维目标的学

理依据，并从中美语言和历史文化传统和方法论角度分析了造成二者差异性的主要

原因。⑨杨益斌将我国“新课标”中小学写作部分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比较了两国课

标小学写作部分的案例，就写作标准的文本质量(包括科学性、明确性、可测量性、

公共性)进行了细致分析比较，从中感悟到了一些启示。④该论文对写作标准进行专

项研究，比较得很细致，深入。李先锋和董小玉将澳大利亚母语课程标准的中阅读

目标陈述框架与我国进行了比较，对澳洲“二纵四横"阅读目标陈述框架进行了分

析，通过对比建议我国在“三维”的阅读目标陈述框架中，再进行一次更具体的框

定，建立明晰的阅读指标体系，以便更有效地指导阅读教学。⑨

∞郭春立马爱莲，韩国的母语教育探微[J]，现代教育论丛，2008年第12期。

簪康海燕谢利民，中美母语课程标准评价体系比较[J]，教育科学研究，2009年第8期。

咎黄宗贤，中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课程目标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年，

第17页。

@杨益斌，中美母语课程标准小学写作部分的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2年，第

108—109页。

善李先锋董小玉，建构明晰阅读指标体系有效指导阅读教学——基于中澳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阅读目标陈述框

架比较[J]，比较教育研究，2011年第7期。



16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三)关于加拿大课程标准的研究以及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研究

通过对各类期刊网站、相关教育网站及图书馆资料的查询，笔者发现国内学者对

于加拿大课程标准的研究大都集中在一些理科科目上，如孔德宏的《简析加拿大安大

略省卜8年级数学课程标准》，张素先的《中加小学科学课程标准比较》胡军的《加

拿大卜8年级科学与技术课程标准(2007修订版)研究》，陈小青的《中国、英国、

加拿大三国信息技术课程内容分析的比较研究》，都对加拿大这一学科的课程标准的

结构框架做了一个梳理和介绍，从中总结了一些该学科课程标准呈现出的特点和对我

国的启示。卢宪青在其硕士论文中对中加高中地理课程标准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文

中探寻我国和加拿大安大略省地理课程标准比较的理论依据，从地理课程设置、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几个方面进行了系统比较分析，从中总结出比较的结论

以及我国的地理课程标准问题，是唯一一篇有关中加课程标准比较研究的的学位论

文，虽然他比较的是地理学科，与本文比较的母语学科差别很大，但两者同为加拿大

安大略省的课程标准，在课标结构框架、课程评价方面存在相通之处，也为本文的撰

写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国内对于加拿大母语课程标准的研究非常稀少。在刘美凤、黄丹所写的《浅析加

拿大安大略省小学三、四年级的写作标准》一文从，学者从写作这一个角度，以小学

三、四年级的写作标准为例，对写作标准的框架、具体内容进行具体介绍，认为安大

略省写作标准具有写作主题的选择有明确的目的性和对象性、重视写作过程中各种策

略的运用以及自我反思、突出语言表达知识的基础性和重要性、关注教师在写作过程

中的指导作用以及关注学生的个人感受等特点。徐昕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加拿大小学语

言教材研究进行了研究，其中对安大略省的语言课程标准(1997年版)做了比较全面

的介绍(并附录了部分课程标准的翻译)，并总结出97年版本的语文课程标准与以

往标准相比较呈现出来的一些特点。虽然安大略省教育部已经于2006年颁布了新版

的语言课程标准，取代了97年的版本，但对于本文的课标研究还是有一定帮助。

除了上述两篇论文外，汪贤泽在博士论文的第五章“加拿大评价经验"中描述了

加拿大不同省份的改革进程，然后着重以安大略省为例探讨了其基于课程标准的学业

成就评价经验，康彦妹在《加拿大中小学校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研究》中对加拿大媒介

素养教育的发展历史、教育理念与体系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并总结论述了加拿大

中小学校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特点，反思了加拿大中小学校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对我国

的启示。韩锐在其硕士论文中对中加两国小学语文的两个版本的练习册进行了比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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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其中比较的《加拿大完全课程》恰好是安大略省使用的练习册，与教科书的设计

一样，配套练习册的设计也必然基于一定的设计理念，而这一理念主要来自于本学科

的课程标准。所以从文中对加拿大的练习册设计理念和内容体系的比较中，反射出加

拿大母语课程标准中的一些课程理念和特点，对本文的比较研究有一些帮助。徐春娥

在其硕士论文中对加拿大安大略省小学课程设计进行了研究，其中深入地探讨了安大

略省的课程设置，从人文、科学、艺术和实用技术四大领域着手，逐一分析了基于这

四个领域的八门课程的设置理念、课程内容、教学策略、教学目标、教学资源，。其中

就包括对语言课程标准的阐述。

通过上述综述可以看出，对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研究比较零散，没有完

整的体系化的研究，因此，对中加两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比较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五、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以下两种研究方法：

第一：文献研究法。本文的研究对象为我国《全目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

年版)》和加拿大《安大略l～8年级语言课程标准(2006年版)》。为了是研究更深入

集中，本文只选取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小学部分进行比较研究。笔者自己翻译了加拿

大安大略省小学阶段的《语言课程标准》，搜集了大量相关的中外文献资料，尤其是

阅读了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的网站中有关母语课程的资料，希望借助这些详实、第

一手的原始文献资料，并辅以其他有关语文课程标准和中加比较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

探讨。

第二，比较法。本文将从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结构框架、课程理念、课程目

标与内容、以及课程评价几个方面进行比较研究，找出差异，发现不足，为我国语文

课程标准的完善提供一些参考和借鉴。

运用文献法可以总结我国和加拿大的母语课程基本理念和语文课程标准的特点，

为进一步分析、比较和得出结论提供了必要的资料；运用比较法可以确定两国母语课

程标准的差异，得出比较分析的结论。由于本人对中加两国的文化背景、教育历史及

其发展现状等方面的理解有限，所以本论文很大部分的内容仅仅局限于对两个课程标

准文本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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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中加母语课程标准制定的背景及理论基础

一、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制定的背景

(一)中国语文课程标准制定的背景

20世纪90年代，社会发展日新月异，随着科学技术和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全球

都进入了“知识经济"的信息化时代，国际竞争日益激烈，世界各国都在加快脚步进行

教育改革调整，紧跟时代的步伐。对于我国，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经济和科技水平

都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同时在国内教育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问题逐渐凸显，改革基

础教育课程的呼声也日益高涨。面对如此严峻的国际、国内形势，抓住机遇，应对挑战，

加快经济、社会的转型，加紧实行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我国国家发展必须肩负的重任。为

了深化教育改革，实现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彻底转变，我国开始了新一轮的础教育

课程改革。“这场改革是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教育方针、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关键步骤，

也是新时期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加快培养创新性人才的战略举措。"㈤

199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在《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中

提出：“调整和改革课程体系、结构、内容，建立新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同年，国家

颁布了《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召开了三次教育工作会议，明确了基础教育

改革的目标及任务，提出“实施‘跨世界素质教育工程’，整体推进素质教育，全面提

高国民素质和民族创新能力⋯⋯争取经过十年左右的实验，在全国推行2l世纪基础教育

课程教材体系。”2001年，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

行)》，正式启动了新世纪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我国建国以来第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也是最大的一次课程改革。“国家希望以课程改革为突破口，通过改革基础教育课程，

调整人才培养目标，改变人才培养模式，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全面推进素质教育，以适

应新的知识经济时代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和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竞争的挑战。”㈢

2001年秋，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以及各学科的实验教材在全国38

个课程改革实验区试用。为了使课程改革实验区工作顺利推进，教育部于2001年12月和

2002年5月，分别组织力量对实验区的工作进行跟踪调查，以发现、研究解决实验过程

①温儒敏巢宗祺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3页。

暑温儒敏巢宗祺主编，义务教台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lM]，北京：高等教酋出版社，2012年，第1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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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问题。在语文学科领域，2001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就是

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颁布实施的。

在语文课程改革实验的初期，新的课程标准得到积极的响应，各个实验区的语文教

师、学生和教研人员，以极高的热情投入到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改革实验中。“新课程、

新教材、新理念"成为了教师培训和教研的热门话题。课程改革给小学语文教学带来了

巨大变化有学者提出语文课改给学生带来了解放眼睛、解放头脑、解放嘴巴、解放空间、

解放时间的“六大解放”，④认为这“六大解放”是培养创新素质的真谛和教育民主的体

现。但随着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一些问题和质疑也逐渐浮出水面。比如有的学者认为

实验稿语文课程标准，缺少科学系统的理论支撑，一味地借鉴他国的母语教育理念，硬

套本国母语教育实践的路是走不通的”，将会造成一种“西方化的课程形态淹没了民族

本土化’’的结果。②还有人认为：“新课程追求新理念、新概念有余，但由于缺乏辩证和

互补的观点，往往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显示出非此即彼的两极思维的弊端，包

容性明显不足。"@因此，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标准成为了深化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同时也是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重要举措。

2003年，教育部下发了《关于开展对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及课程标准实验情况调研和

修订工作的通知》，启动了个学科课程标准修订的准备工作，并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对

课改实验区的调查，广泛征求意见。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于2003年在刊登了《<全日制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修订建议汇总报告》，@该报告将来自25个省市自治

区实验区的66份《关于(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修订的意见和建议》

以及1 104份教师调查问卷进行了汇总，听取群众的呼声和意见，对深入学习和研究课程

标准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2005年秋，语文课程改革试验从局部试点进入了全面推广阶段。2007年4月，教育

部又下发了《关于组织对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征求意见工作的通知》，

并正式启动了对义务教育课程标准(实验稿)的修订工作，再一次组织了面向全国范围

更大规模的调查。“对L1",2003年的调查结果，小学教师和教研人员中认为语文课程改革

理念“完全可以实现”的从4．9％上升为7．4％，初中教师和教研人员中认为语文课程改革

理念“完全可以实现”的从1．4％上升为10．6％，认为语文课程改革理念“难以实现”的

。程少堂，语文课改：实绩、问题与对策[J]，语文学习，2002年第10期。

@张秋玲王玲，反思《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中存在的问题[J]，学科教育，2003年第9期。

荩戴正兴，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学习20问[J]，教学月刊小学版，2012年第3期。

c至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修订建议汇总报告[J]，语文建设，2003年

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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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则没有了"。①可见，新的语文课程标准理念已经日益深入人心，一线教师对语文课程

标准的实施信息与能力在不断增强。

经过反复的调研、学习、修改，在总结和反思十年课改经验教训基础上，《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正式发布。2011年版的语文课程标准在坚持“实验稿”

的基础上，对语文教育中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审视，体现了新的教育理念，推动我国语

文课程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期。

(二)加拿大安大略省语言课程标准制定．的背景

加拿大作为一个后起而年青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虽然建国历史很短，但发展速

度非常迅猛，不但在经济上很快跻身于西方七强之列，还连续多年被联合国评为全球

生活质量最高、最适合人类居住的国家。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加拿大没有中央一级

的教育行政机构，是典型的省教育集权的教育行政体制。加拿大的教育主要实行省级

管理，各省的最高教育行政机构称为省教育部。联邦不设教育部，宪法赋予各省对省

内各级各类教育的管理权。在教育管理方面，加拿大各省教育部、地区教育局下达的

法律条文、法令、法规，是各级各类学校常规管理的指导性文件。政府通过立法、拨

款等方式对学校施加影响。各省教育部以立法形式颁布的课程标准文件是学校一切活

动的依据。由于上述情况，加拿大没有全国性的统一教育政策和规章制度。各省在学

制、课程、考试等方面都不完全相同。安大略省(Ontario)是加拿大第二大省，是加拿

大的教育中心。与其他省一样，安大略省教育部也自己制定本省的教育法案以及教育

改革计划，包括制定本省不同学习阶段的各个学科的课程标准。

1993年至2003年的十年间，安大略省的基础教育可谓问题丛生。具体表现为经

费削减、教师士气低落且与管理层关系紧张、小学生学习成绩提高乏力，在这种状况

下，家长们纷纷放弃公立学校。新一届大选自由党获胜并获权组建省政府，党魁道尔

顿·麦坚迪出任省长。针对安大略省基础教育出现的问题，新一届政府推行了新的教

育改革，一系列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在安大略省各学区范围内轰轰烈烈的展开。

2003年，安大略省教育部常务理事卡洛·卡贝尔(Carol Campbell)和多伦多大

学迈克尔·富兰(Michael Fullan)，针对安省中小学读写计算能力下降的问题，联合

研究发表了《激发学生学习潜力》教育改革报告，提升中小学读写、数学教学质量。

其目的是在五年内，通过学区与学校间的合作，使省内八个学区小学高年级学生的阅

4温儒敏巢宗祺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J，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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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写作的成绩达标率达到学业成就评价标准的75％。省教育部承诺，如果这些地

方取得了成效，将来便在全省范围内进行推广，并最终形成经实践后的完整系统的政

策措施。于是安大略省掀起了一层基础教育改革的浪潮。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大略省

教育部相继颁布了各学科新的课程标准。2006年，安大略省颁布了《安大略省1．8年

级语言课程标准》，取代了1997年版本的语言课程标准，于同年9月份在全省实施。

二、比较教育的理论基础以及新课程改革的相关理论

科学的研究有了科学的理论基础作指导，才会使研究目的更为明确、更具指向性，

研究方法更加可行，研究过程更加科学，研究结论更有启发性。比较教育就是要“研

究当代外国教育的理论和实践，找出教育发展的共同规律和发展趋势，以作为改革本

国教育的借鉴”。∞本论文是将中国和加拿大的小学母语课程标准进行比较分析，也必

将以比较教育的理论和方法论作为指导。对本论文的有指导意义的比较教育理论有结

构功能主义理论、文化相对主义理论以及课程改革中的人本主义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

学习理论以及新课程改革中的人本主义理论、建构主义理论和实用主义理论。

(一)比较教育的结构功能主义理论

结构功能主义(structural functionalism)是现代西方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流

派。该学派“以结构与功能以及二者的相互联系为出发点，认为社会是具有一定结构

或组织化形式的系统；构成社会的各个组成部分，以其有序的方式相互关联，并对社

会整体发挥相应的功能；社会整体以平衡的状态存在着，其组成部分虽然会发生变化，

但经过自我调节整合，仍会趋于新的平衡。"④其中，美国社会理论家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是将功能主义发展为社会学分析中一个全面而系统的理论的领袖人物，他给

社会学的理论建构赋予了现代性的特征，创建了现代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流派。

20世纪6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对比较教育的研究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在

比较教育研究中，结构功能主义主要探索教育系统和其它社会制度之间的相互关系，

比较研究各种不同国家的教育制度和社会结构的关系，在跨文化比较研究中概括出能

说明不同的教育如何与不同的社会达到相应的构成组合，并且是如何产生这类运行

。王承绪朱勃顾明远，比较教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16页。

@王景，比较教育学中的结构功能主义[J]，现代教育科学，200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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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①其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社会学家和比较教育学家安德森(Charles．A．

Anderson)，他首次将社会学中结构功能主义的概念应用到比较教育的研究中，倡导

用社会科学的理论来建构比较教育的方法论，在结构功能主义的基础上为建构比较教

育研究的分析框架提供了基本的思路。以安德森为代表的“教育的结构功能”的观点

认为，教育制度不仅具有一定的结构，还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功能。比较教育的研究中

的结构功能主义有以下分析观：(1)重视整体性研究。这是结构功能主义分析模式中

最为重要的特点。结构功能主义者即把教育视为社会系统整体中的～部分，提倡从整

体上了解教育发展；又把教育自身看作是一个相对自主的整体，认为教育的发展、教

育和社会的关系与这一整体的结构构成是相关联的。(2)重视结构与功能互动关系的

研究。他们认为结构的失调都必然引起功能的失调，所以各种教育问题以及教育危机

都是由于结构中的功能失调。因此，教育想要维持社会结构的良好运转，就需要不断

进行结构的调整和更新，以适应社会结构的变革。(3)重研究视社会结构和教育结构、

功能间的对应关系。结构功能主义者用这种对应的关系来分析不同教育制度、课程标

准、学科内容、课程设置等与社会需求的关系，通过比较世界各国教育发展模式中的

优劣，以寻找最佳的教育模式服务于本国教育的发展。

结构功能主义理论对本论文的比较教育研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视角。本论文的主

要内容是对中加两国的小学母语课程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母

语课程标准既是一个相对自主的整体，又是国家课程改革中的一部分。就母语课程标

准这一独立整体来说，其内部的课程理念、结构框架、课程目标、教学建议、评价方

法之间是存在互动以及对应关系的，通过对两国母语课程标准中各个部分以及各部分

之间关系的比较分析，吸取加拿大课标中的有益经验，优化我国课标中各部分的结构，

最终才能促进我国课程标准这一整体的优化。就母语就课程标准外部来说，课程标准

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它受到政治、经济、文化、环境、教育等多重社会因素的影响。

社会在不断进步发展，对教育也不断提出新的发展要求。因此，课程标准也需要不断

地进行修订和更新，以适应国家教育的变革和社会的发展。母语课程标准的修订是母

语课程改革中的重要环节，同时课程标准与教材的编写、教学、评估等又存在着一定

的对应关系，只有将我国的母语课程标准进～步完善，才能更有效地优化母语教材、

促进母语教学、完善母语课程评价，进而促进我国母语课程的改革推进。本论文希望

通过对中3Hd,学母语课程标准的比较分析，找出我国母语课程标准的中优势和不足，

：土艳琴，C·阿诺德·安德森结构功能主义比较教育思想研艽‘【坝士学位论又)LDj，升封：河南大学，2011年，

第3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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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促进我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修订和完善。

(二)文化相对主义比较教育理论分析范式

文化相对主义(Cultural Relativism)兴起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美国人类学

和民族学中的一种社会思潮，其创始人是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兹·博厄斯(Franz

Boas)。文化相对主义的主要观点是：“不存在适用于任何社会的绝对价值标准；每一

种文化在其特定的社会环境中产生自己特定的价值体系或准则；人们不能用自身所处

文化环境的价值标准来评价其他民族的行为方式及其习得过程；在客观的价值标准与

民族价值标准之间，存在着一个互相调适的问题。”①该学派承认一切文化，认为每种

文化都有自己的独创性和价值体系。因此，文化相对主义的核心就在于尊重，尊重文

化差异，主张文化的多元共存与和谐共处。

20世纪60年代，文化相对主义引入比较教育研究，形成了比较教育相对主义研

究范式，成为80年代的一个重要流派，在比较教育发展史上具有非常重要地位和深

远影响。“比较教育中的文化相对主义，指的是以客文化的价值观和认知方式为参照

系统来认识客文化的教育现象的一种研究范式。"②这种研究范式认为人类的历史并不

存在共同的规律性和统一性，各文化价值之间也没有达成共识的可能。世界各国教育

都是相对的，因此在进行比较研究时，必须要从各国的实际情况出发，站在各国的文

化视角来研究它们的教育现状以及教育制度，而不该仅仅把一国的教育模式作为判断

他国教育发展的标准。

美国著名比较教育学家埃德蒙·金(Edmund J．King)是比较教育相对主义研究

范式的集大成者，在研究方法上他提出了教育洞察法，“该研究方法在形式上同属问

题研究法，但在本质上则注重从全方位文化背景出发来考察及思考教育问题，在相应

的研究技术手段作用下，获得一种顿悟性的洞察力，即理性的教育、智慧、思想或分

析方法”。⑨埃德蒙·金的教育洞察法主要有以下相关内容：(1)明确比较教育的功能。

埃德蒙·金强调将比较教育研究同教育的决策密切结合起来，注重比较教育研究中

的实用性，他曾说过：“研究者必须铭记，比较研究不仅只是研究而已，更是为了改

革；比较研究的结果若不能实际应用，便不能发挥其研究目的。”④他认为比较教育应

①王薇，比较教育相对主义研究范式探析(硕士学位论文)[D]，保定：河北大学，2011年，第15页。

@薛理银，当代比较教育方法论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M】，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86
页。

@冯增俊，比较教育学[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236-238页。

@E．J．King．Comparative Studies and Educational Decision[M]．London：Methuen Educational．1 968：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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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服务于社会和公众，参与到教育改革和教育决策中来，为国家教育的决策提供参照。

(2)注重教育的“生态背景”。埃德蒙·金强调必须要研究各国的文化背景和其所

处的历史环境。他认为，不论异质文化或同质文化的教育之间，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差

异，而这种文化差异会通过不同的形式反映到学校之中，并且作用于特定的教育制度。

因此，比较研究者应该在一定的背景下研究教育制度及实践，关注不同教育的文化特

性，关注制约教育发展的各种因素。(3)比较教育研究的理论框架。埃德蒙·金认为

不管是从事低层次的比较教育研究还是高层次的教育综合比较研究，都应包含背景

(context)、概念(concept)、体制(institution只操作(operation)和决策和执行(decision

and implementation)五个部分组成的的理论框架。

文化相对主义比较教育理论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指导。尤其是埃德

蒙·金对教育功能的阐述，本文也旨在通过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比较，能够给

我国广大的语文教育工作者在进行母语教育研究时提供一些信息和参考，开拓研究视

角，并希望能为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修订和完善提供有益经验和借鉴，促进我国母语

教育的深化改革。同时也指导本文在借鉴他国教育经验时，必须立足我国国情，适应

我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和阶段，不能照搬别国经验，也不能盲目超越。此

外，本人认为，在对中外母语课程标准进行比较研究时，研究者若要想真正了解一国

的教育作用因素，就要深入到这个国文化并接受其文化价值观和思维方式，这样才能

真实地描述这一特定文化是如何建构并决定其教育的形式关注加拿大的“生态背景”

是非常重要的。正如比较教育家萨德勒所说的：“校外的事情比校内更为重要。”虽然

没有机会亲自去加拿大实地考察，但通过大量阅读了其他学者对加拿大教育进行考察

后发表的专著、文章和随笔等，从中能够体会到加拿大的文化历史氛围和母语教育理

念，这都深化了对加拿大母语课程标准的理解，为本文的比较分析提供了很大帮助。

(三)新课程改革的相关理论

1．人本主义学习理论

人本主义心理学(Humanistic Psychology)是二十世纪50年代末在美国产生的一

种心理学思潮，它是在批判传统心理学，即行为主义心理学和认知主义心理学的基础

上发展而来的。其主要代表人物是马斯洛(A．H．Maslow)和罗杰斯(C．R．Rogers)。

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强调人的情感与价值，他们关心的不是行为主义强调的学习结果，

也不是认知心理学强调的学习过程，而是学习的起因，诸如情感、信念、一态度、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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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个体成长的意义，重视爱、创造性、自我实现、自主性、责任心等人格特征的培

养。∞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特别关注“人的潜能"，认为儿童的发展就是其潜能的最终实

现，是其身心共同作用的结果。

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课程与教学观体现为：(1)课程与教学应自我导向，其目标在

于促进个体的自我实现，为每个学生的自由成长个个性解放提供经验，帮助学生把意

识不到的自我揭示出来。(2)课程与教学内容对学生来说必须具有个人意义，学习材

料要与学生的基本需要、兴趣联系起来，有利于学生进行自我探索。(3)倡导设计理

智与情感合成的“融合课程”，将情感与认知、教材与学生、个人与社会进行整合，

培养完整的人格。(4)课程实施与教学强调创设相互尊重、真诚愉悦的学习环境与氛

围，发挥学生的自主性、创造性，让学生在学习中充分地表现自我、发展自我。

可以说，“人本主义的学习理论和教学观对我们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无疑具有很大

的启示意义，正是在这种启示的指导下，培养学生的个性已成为教育面向未来的重要

内容”。②因此，在本次新课程改革中我国十分注重人本主义教育理念的渗透，坚持“以

人为本”的教育育人思想，全面发展学生的综合素养。在语文学科，课程标准着眼于

全面培养学生的语文素养。更为强调语文学科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将“情感、态

度和价值观”作为课程目标与评价的一个维度，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

熏陶感染作用，关注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情感体验，提高学生道德修养和审美情

趣，培养学生的独立性和创造性。

2．建构主义学习理论

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是在认知主义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他们认为，知识

不是对客观事物本来面目的揭示，而是由个体主动建构起来，是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

的结果。早期建构主义心理学的主要代表人物有皮亚杰(J．Piaget)、维果茨基

(L．Vygotsky)、布鲁姆(B．Bloom)等人。建构主义学习理论认为：“学习是一个建

构的过程，事物信息要被人理解，这依赖于个体原有的知识经验，学习者通过新旧经

验相互作用来形成、丰富和调整自己的经验结构。”⑨学习是在具体社会情境中进行的。

学习者以自己的方式建构对于事物的理解，不同人看到事物的不同方面，不存在唯一

标准的理解。

①左斌，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J]，教育研究与实验，1998年第2期。

@李育华成强，试论人本主义学习理论与人的发展[J]，当代教育科学，2004年第13期。

@阳红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我国课程改革——一种反思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
2006年，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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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构主义关于课程与教学的基本观点可归纳为：(1)学习者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

建构着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2)学习是学习者的一种主动建构活动，它不是行为主

义所描述的被动接受信息、巩固强化，而是学习者主动主动选择、加工外部信息，建

构信息意义的过程。建构一方面是对新信息意义的建构，同时包含对原有经验的改造

和重组。(3)知识学习不是教师简单地向学生传递，而是学生在已有经验基础上自己

建构知识的过程。(4)教学的作用仅仅在于给学生提供活动机会，帮助、促进学生组

织自己的经验，建构自己的知识，而不是去发现本体论意义上的客观现实，凸显了学

生的主体性和创造性。

建构主义课程的设计强调要围绕学生的内部认知进行，以促进学生的适应和发

展。因此，建构主义课程设计应遵循“以学生为中心”，“以经验为起点”，“以情境为

核心"，“以活动为重点”，“以合作为主线”，“以过程为重心”∞等原则。在实施和推

进新一轮课程改革过程中，建构主义学习理论成为了一种主要指导教育、教改的理论。

语文“新课标”强调了学生主体性地位，将“过程与方法”作为课程目标与评价的一

个维度，更加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关注个体差异和不同的学习需求，积极倡导自主、

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自主、合作、探究学习指的是学生独立自主地在教学活动

中，经历过程，寻找研究方法，体验陈功的乐趣，或体验挫折、失败、吸取经验教训，

是学生从过程和方法入手，获取知识与技能、培养情感态度价值观的过程，是学生围

绕问题任务与同学、老师一起共同探索、自我建构的学习过程。”②这些都体现了建

构主义学习理论的基本主张。

3．实用主义课程理论

实用主义(Pragmatism)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是一种强调行动、实践、生

活的哲学，其代表人物有皮尔士(Charles Peirce),詹姆斯(James willi锄)和杜威(John

Dewey)。在教育领域，杜威的影响最大。杜威认为，经验是一个整体，经验是有机

体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实用主义以经验为中心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知识

观。在杜威看来，一切知识、真理不过是人们制造出来用以应付环境的工具，思维是

工具性的，是由行动引发的反省，而不是安乐椅上的冥想。

杜威主张打破以学科为中心的课程体系，通过经验的、主动的作业，让儿童在活

动中独立探讨、发现，获得经验的改造与改组，促进儿童成长。杜威的经验概念有两

s罗欢，建构主义课程研究(硕士学位论文)[O]，重庆：西南师范大学，2002年，第27—3l页。

g阳红珍，建构主义学习理论与我国课程改革—二一种反思性研究(硕士学位论文)iD]，长沙：湖南帅范大学，
2006年，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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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含义，“一方面是指经验的对象，即客观的自然界事物；另一方面是指经验的方式、

过程和经验的人，这不仅包括人的认识方式，而且也包括人的意志、信仰、理想以及

其他心理活动的过程”。∞因此，经验是指有机体与环境、人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

“实用主义课程目标一方面是指课程既要满足儿童的兴趣和活动，还要注意儿童心智

的训练，使学科的逻辑顺序与儿童生长的心理顺序相协调；另一方面是指课程内容要

与社会的现实相联系，使儿童有一种适应社会需要的本领。"圆在课程与教学上，他主

张教法与教材的统一、目的与活动的统一，大力提倡活动课程，倡导“做中学”，形

成了以儿童本位、活动课程、“做中学"为特色的课程与教学思想。

实用主义课程理论对我国教育改革的影响非常深远，早在20世纪初，实用主义

课程论就被引进了中国。我国著名教育家陶行知曾受教于杜威门下，秉承了杜威的实

用主义教育思想。实用主义课程论在我国经历了繁荣期、回落期、批判期、复苏期④，

到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的今天，实用主义课程理论得到了更加深入的发展，并成为我

国新一轮新课改的参照物。语文“新课标”强调了语文课程的目标是培养学生语言

文字的运用能力，提倡语文学习应注重听说读写的相互联系，注重语文与生活的联系。

努力引导学生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和运用语文。课程标准在每个学段

都提出了“综合性学习”的要求，更为强化了学生学习内容的生活化和实践性，有利

于学生在感兴趣的自主活动中全面提高语文素养。

。张传燧，解读实用主义教育思想[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64页。

2任傲卿，实用主义课程论流派的回顾与展望[J]，前沿，2013年第5期。

。任傲卿，实用主义课程论流派的回顾与展望[J]，前沿，201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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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结构框架的比较

“课程标准的框架是指同一套课程标准的具体格式，这主要是规范一个国家或地

方的各个领域或各门课程在学生学习结果方面的陈述方式。”∞它是课程标准最基本的

显性标志。由于不同国家或地区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思维方式或学科特性的不同，

课程标准的呈现方式也各具特色。一方面，课程标准的框架结构是课程标准内容的呈

现形式，而另一方面又对课程标准内容的呈现程度有所制约，从课程标准结构框架的

设置中也能微探出一些课程内容方面的差异。因此首先对中加两国课程标准的结构框

架进行分析和比较具有一定意义。

一、我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结构框架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的文本篇幅比较短，加上附录部分全篇总共80页(其中正文

部分34页)，为了较好地体现语文课程的整体性和阶段性，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

准采取九年一贯的设置，小学部分的课标结构框架与初中部分相同，只是在具体学段

目标与内容部分有所差异。整个课程标准共分为四个部分，为了更加清晰地了解我国

课程标准的结构框架，以下以表格形式呈现加以分析，详见下表：

表1 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结构框架

第一部分 一、课程性质

前言 二、课程基本理念

三、课程设计思路

一、总目标与内容

第二部分

课程目标与内容 第一学段(1-2年级)

二、学段目标与内容 第二学段(3．4年级)

第三学段(5-6年级)

第四学段(7-9年级)

函崔允都，国家课程标准与框架的解读[Jj，全球教育展望，2001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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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学建议

第三部分 二、评价建议

实施建议 三、教材编写建议

四、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议

附录1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

第四部分 附录2关于课外读物的建议

附录 附录3语法修辞知识要点

附录4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

附录5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

第一部分：前言。课标在前言部分首先强调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i分析了当今世

界的发展和变革给语文教育带来了的新挑战，从而明确了语文课程的培养目标，强调

了语言文字运用的重要性和基础性，突出了语文课程在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

之后简明阐述了语文课程的性质，呈现了课程的基本理念，并分别予以较为具体的阐

释，最后说明了整个课程标准的设计思路。

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与内容。这一部分是我国语文课程标准中的最为重要的主体

部分。分为“总体目标与内容"和“学段目标与内容”两个版块。

第一版块是总目标，总共有十条，语言表述十分精练概括，分别从知识与能力、

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和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阐述。前五条目标着眼于语文素养的宏

观方面，侧重于“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过程与方法"这两个维度；后五条目标着

眼于具体语文能力的培养，在“知识和能力”这个维度上有所侧重。

第二个版块是具体课程目标。从纵向上来看，在“总目标"之下，分为了四个学

段分别提出“学段目标与内容”，其中1-2年级为第一学段，3—4年级为第二学段，5—6

年级为第三学段，7-9年级为第四学段。从横向上来看，整个语文课程的学习又分为

五个学习领域，分别是：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第一学段为写话，第二、第三学

段为习作)、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每一学段都分别从这五个学习领域提出具体目

标要求。

第三部分：实施建议。分为“教学建议”、“评价建议”、“教材编写建议”和“课

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建议”四个部分。其中，“教学建议”和“评价建议”都是首先

说明了教学和评价总的实施理念、原则、方法和策略，然后再进行五个学习领域具体

建议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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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附录。主要包括：优秀诗文背诵推荐篇目，课外读物的建议，语法修

辞知识要点，识字、写字教学基本字表，义务教育语文课程常用字表。附录中的内容

都是根据语文课程标准中的具体读写目标设定的，涵盖了我国汉语言文字中的一些基

础知识，给教师提供了一些课程内容的参照，给学生的课外学习提供了一定的指向性。

二、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结构框架

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语言课程标准的篇幅比较长，英文原文共有150余页(其中具

体课程目标与内容部分占110余页)。与我国相似，加拿大的课程标准也采取小学初

中一贯制的设置，小学部分与初中部分的结构框架相同，仅是在具体课程目标与内容

部分要求不同。对加拿大课程标准结构框架的整理同样以表格形式呈现并加以分析，

详见下表：

表2 加拿大安大略省1-8年级语言课程标准结构框架

1．读写能力、语言和语言课程的重要性

引言 2．语言课程的基本原则

3．语言教育中的作用与责任

语言教育的课程 1．课程期望

计划 2．语言课程内容的组成部分

学生学习成绩的 1．基本考虑

评价与评估 2．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

1．教学方法

2．交叉课程与整体学习

3．对有特殊教育需要求的学生的语言课程计划

语言课程设计的 4．对第一语言是英语的学习者的语言课程计划

一些考虑 5．语言课程中的反歧视教育

6．文化知识与探索／研究技能

7．学校图书馆在语言课程中的作用

8．技术在语言教育中的作用

9．职业指导与语言教育

10．语言学习中的健康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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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卜3年级课程目标概述

1年级、2年级、3年级课程目标与内容

卜8年级 2．4—6年级课程目标概述

课程目标与内容 4年级、5年级、6年级课程目标与内容

3．7—8年级课程目标概述

7年级、8年级课程目标与内容

术语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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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篇幅较长，加拿大在课程标准的开始设有一个总的目录，使读者一目了然。

第一部分：引言。此部分首先强调了读写能力、语言和语言课程的重要性，之后

较详细地阐述了语言课程的基本原则，最后分别说明了学生、父母、教师等不同群体

在语言教育中的扮演的角色作用和担负的责任。

第二部分：语言教育的课程计划。此部分论述了课标期望学生应学习和掌握的知

识、技能。语言课程的内容的组成分为四个领域：口语交际、阅读、写作、媒介素养。

这部分分别论述了发展学生的这四个方面的技能需要秉承的理念和原则，并分别列出

了四个领域的总目标。

第三部分：学生学习成绩评估。此部分阐述了评价的重要性，说明了如何对学生

的学习成绩进行评估，为教师提供了一些具体的评价方法和策略。另外课标附了卜8

年级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评估表分为“知识与理解”、“思考”、“交流”、“应用”

四个领域的评价， 每一领域的评价分为卜4个等级水平。

第四部分：语言课程设计时的一些考虑。涉及了语言教育的公平性、民主性及文

化性，交叉课程与整体学习的作用，有特殊需求学生的教育问题，语言课程中的反歧

视教育，学校图书馆的作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这部分虽然内容很多，但总体篇幅很短，

实际上是对教师教学设计时的一些建议，希望教师在语言课程教学设计时能够考虑到

这些方面。

第五部分：卜8年级课程目标。这部分是整个课程标准的重要部分，其中小学部

分的课程目标共有80余页。具体目标的表述如下：卜3年级，4—6年级，7-8年级分

别有一个总的课程目标概述(overview)，在概述之下，每个年级分别从口语交际、阅

读、写作、媒介素养四个学习领域提出课程目标，每个学习领域的目标呈现方式先是

这一领域的总目标(overall expectations)，然后是具体目标(specific expectations)。具

体目标的呈现是按照固定的框架具体展开的。在每一学习领域的课程目标下面分别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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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标题，每一个子标题与该学习领域总目标的表述是一一对应的，在每个子标题下面

列出课程子目标，并且在每条子目标后后会列举一些例子以及“教师提示”(teacher

prompts)，以帮助教师更好的理解和实施课程目标的要求，把握不同年级课程目标的

深度和范围。

三、比较分析

(一)共同点

从课程目标的表述上看，两国课程标准的陈述都是从学生的角度出发，将学生作

为行为主体，陈述行为结果的典型特征。从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的整体结构上来看，

两个课标都采用小学初中一贯制的设计，从设计思路到分层结构再到内容编排，形成

了相对完整的系统。两国的课程标准在内容编排上大体相似，都包含了前言、课程理

念、课程目标、课程评价等几方面内容。在课程目标的呈现方式上，两国都包含了总

课程目标与具体课程目标两个部分。在具体课程目标中，目标难度由低年级到高年级

逐渐上升，“按教学难易程度循环往复地安排教学要点和要求，使每一个循环都较之

前一个循环进入新的高度，呈现前后重合、环状递进、螺旋式上升的姿势。”①。这符

合儿童身心发展的规律，体现了课程目标的整体性和连续性。

(二)不同点比较分析

1、两国课程标准内容和表述的详细程度不同

从最显性的物理特征上比较，详细程度不同是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非常明显差

别。加拿大的课程标准总共有150余页，在“课程目标与内容”部分占据了110余页，

课程目标的表述都十分详尽、细致。而我国的课程标准全文共有80页，而“课程目

标与内容”这一主体部分仅仅有18页，语言表述得非常简约、高度概括。

在目标表述上，我国在口语交际、阅读等学习领域之下直接列出3—12条不等的

具体目标条目，每条目标的表述比较简约、概括。每个学习领域的学段目标数目详见

下表：

。周庆元，语文教育研究概论[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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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学段目标数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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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字与写字 阅读 写作(写话或 口语交际 综合性学习 合计

习作)

第一学段 6 7 3 6 3 25

第二学段 5 9 6 3 4 27

第三学段 4 8 5 6 4 27

第四学段 4 12 8 6 4 34

—

合 计 19 36 22 21 15 113

从表中可以看出，不同学段，不同学习领域的目标数量是有变化的。随着学段的

升高，识字与写字的目标数目呈现逐渐递减趋势，阅读和写作目标数目呈现逐渐递增

态势，口语交际和综合性学习的目标数目相对比较稳定。这显得课程目标的随意性较

大，课程目标之间缺乏衔接和贯通。1-9年级的子课程目标数目加起来是113条，其

中小学阶段共有79条。

与我国不同，加拿大则的课程标准对具体目标又进行了项目细分，并且目标表述

凸显了一种“框架意识”。在此列举了阅读课程目标表述的框架，详见下表：

表4加拿大安大略省语言课程标准阅读目标框架

具体课程目标——阅读

1．阅读，理解意思 2．理解形式和风格 3．流利地阅读 4．反思阅读技巧和策略

1．1各样的文本 2．1文本形式 3．1阅读熟悉的词 4．1元认知

1．2目的 2．2文本模式 3．2阅读不熟悉的词 4．2相互联系的技能

1．3理解策略 2．3文本特征 3．3流利地阅读

1．4阐述理解 2．4风格要素

1．5做出推论／解读文本

1．6拓展理解

1．7分析文本

1．8回应和评估文本

1．9核心观点

从表4中可以看出，加拿大具体课目标的呈现方式，是在每个学习领域下面都有

副标题，每个副标题下面又细分子标题，子标题下面表述了具体课程子目标。例如，

一项六年级阅读的子目标，如下：



34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1．7分析文本

分析文本，解释不同的元素是如何对明晰文本含义起辅助作用的?(例如，叙述：

人物发展、情节发展、情绪、主题；报告：简介、主体、结论)

教师提示：“作者使用了什么手法使你同情这个人物?这些手法起作用了吗?”“作

者是怎么做到使文章首尾呼应的?”

具体目标通过三个方面呈现了每个年级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能：(1)课程目标文

本的表述；(2)括号里举出的例子；(3)根据目标提供的教师提示。

表3中列出的是“阅读”领域的子目标框架，统计共有18条子目标，其他学习

领域也都自己固定的目标框架，并且这个目标框架适用于每个年级，因此每个学习领

域在每个年级的子目标数目是相同。经统计，每一年级四个学习领域的子目标加起来

共有75条，那么整个课程标准卜8年级的子目标共有600条，小学部分子目标共450

条。每一年级具体目标的表述都十分详尽、具体，这样的呈现方式使整个课程目标体

系具有系统性，条理性和完整性。相比之下，中国语文课程标准对学段的划分就不够

细致，没有年级目标，目标表述也比较简约。但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认为：“没

有更细的按九个年级制定标准，也是为学校和教材编写者细分年级、学期要求以适应

具体对象，创造性地发展课程，留下了调整的空间。”①

2、课程目标学习领域的划分有所差异

听、说、读、写历来都是各国母语课程的核心能力领域。下表为我国与加拿大母

语课程目标学习领域的划分情况。

表5 中国与加拿大母语课程目标学习领域的划分

中国 识字与写字 阅读 写作 口语交际 综合性学习

加拿大 阅读 写作 口语交际 媒介素养

从表中可以看到，两个标准都涵盖了听说读写的学习内容，但也有所差异。我国

的课程标准多了“识字与写字”和“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加拿大则多了“媒介素养”

的要求。

我国将“识字与写字”划分为能力目标的一个重要方面，主要是由于我国的汉字

具有一定的独特性。可以说，“汉字的构形，从其所以构成的各种要素，到这各种要

素的组合方式，从单个汉字的孤立形态，到成篇汉字的整体构象，都要比其他文字复

杂得多。”正因如此，“与其他任何一种文字的书写相比较，汉字的书写无疑是具有最

。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臂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lMj，．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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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讲究，因而也是最需花费心智的一种活动。与此相应，在世界各民族文字之林中，

唯有汉字的书写才能形成人类最伟大的艺术门类之一——书法。”①而英文所有的单词

都是由26个字母组成的，所以加拿大对写字的要求仅仅是26个英文字母的大小写的

书写的规范，相比中国的汉字要简单得多，因此加拿大并没有把写字单独设立为一个

学习领域。

我国的课程标准中国单独提出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加拿大虽然没有单独列出综合

性学习，只在简介部分的“标准设计的主要考虑”中就强调综合性学习的重要性。但

实际上综合性的学习方式在加拿大已经深入人心，而且但在上述四个领域的具体目标

中都有综合性学习的体现。例如，在加拿大的课程标准中，每个学习领域的课程目标

都会一条“互联技能"(Interconnected Skills)的要求，例如在三年级的口语交际目标

中，在“互联技能"这一子标题下的目标表述是：“当与老师或同龄人交谈时，要能

识别自己作为听众、读者、作者时的技巧是如何帮助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同时，

例举了教师提示：“发言是如何让你成为一个更好的倾听者的?当你在班级讨论某一

话题时，观看相应的电视节目对你有何帮助?当你在听口头文本时，阅读时学到的新

词汇能帮到你吗?”②不同学学领域的学习策略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这是在帮助学

生在反思一种学习领域的学习策略与技巧时也要反思其他学习领域的策略，促进学生

的学习策略迁移和在实际生活中的综合运用，这实际上也是综合性学习的体现。

与中国不同的是，加拿大把“媒介素养”设为了其中一个学习领域，这也是现代

西方都比较关注的一个领域。 当前我们都处于信息化时代，现代科技飞速发展，母

语课程与信息技术的关系也日益密切，各国母语课程都主动与信息技术相融合，力求

在课程设计、课程内容、课程实施等层面，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的独特优势。信息技术

辅助母语教育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对母语教师而言，主要注重教师对信息技术的有效

运用；对学生而言，则着眼于引导学生获得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媒介素养。“媒介素养

(Media Literacy)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

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加拿大的母语课程标准在”媒介素养"这一领域要

求学生能够运用多种策略、资源和技巧来阐释、选择和组合信息。在媒介素养这一块，

中国的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和“课程资源开发与利用建议”中也有所提及，但媒介素

养还没在中国形成一套完备的理论体系，仍有待发展完善。

互刘志基，汉字文化综论[M]，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37页。

4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卜8Is]．2006：66
毒张帆，语文课程中的媒介素养教育初探一一以美加英等国为宾要考察对象(硕士学位论文)[D]，金华：浙江师
范大学，2006年，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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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两国的课程标准在目标表述上存在一些差异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在课程目标的表述上是按照“学习领域+学段"的陈述方式，

即将语文分为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写话、习作)、121语交际、综合性学习五个学

习领域，分为学段依次表述课程目标。这种按学段划分目标的方式为教师留下了足够

的发挥空间。同时，这种宽泛的分段叙述也对教师的素质提出了较高的要求，需要他

们能够将这些目标恰当的分解到每一个学年、每一个学期、每一个单元等。而正是分

解的过程产生了很多的问题，影响了课程改革的效果。∞而加拿大的语文课程标准的

目标表述采用的是“学习领域+年级”韵表述方式，将口语交际、阅读、写作、媒介

素养四个学习领域按每个年级分别表述课程目标，然后还有进一步的层级扩展。可见，

加拿大的课程标准更具层次性和可操作性，同时目标之间的联系更加紧密，目标的连

续性和一贯性较强，有助于学生从较低的目标逐渐朝着总目标发展。

4．两国课程标准语言表述的学术严谨性有所差异

从两国课程标准的总体结构及学术严谨性上看，我国的课程标准语言表述比较概

括、通俗易懂，并没有使用一些专业学术词汇。而加拿大课程标准的语言表述非常专

业化，标准中出现了很多的学科专业术语，如“元认知(Metacognition)”、“概念图

(concept map)"、“批判性思维(critical thinking)”等，而且加拿大在语言课程标准最后

附录了1 1页的“术语表”(Glossary)，对标准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术语进行解释与说明，

可以帮助课程标准的阅读者更好地理解和实施课程标准。从中也体现出加拿大对母语

学科理论基础的重视，对语言课程理论的研究比较丰富和深入，同时反映出了加拿大

在研制课程标准时比较严谨的学术态度，也使得整个课程标准富有学术性和科学性。

相比之下，我国在理论方面力量相对薄弱，没有强大的理论作支撑，因此课程标准在

这一方面比较欠缺。

四、反思与借鉴

通过中加两国母语课程标准结构框架的比较，可以看出，加拿大的课程标准内容

非常丰富，按年级呈现课程目标，对学生各方面素养的培养提出了详细的、具体的要

求，并且在相应的课程目标后面都有举例说明和教师提示。总体呈现出内容具体、全

面细致、可操作性强的特点。相比之下，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虽然在总体上能够以条、

纲的方式来陈述每个学段要达到的目标，但是以学段划分呈现课程目标显得较为笼

。张东兴，关于修订《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的几点建议【J]，教育实践与研究，2008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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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不够细致，目标表述太过简略。我国只有学段目标，没有具体的年级课程目标，

并且各个学段课程目标之间的连贯性不足。

分析这种差异性的原因，这与两国的自然状况和政治因素是分不开的。加拿大虽

然领土面积与我国相似，民族成分较多，但人口相较我国却十分稀少，属于典型地广

人稀国家。加拿大属于教育分权制国家，没有中央一级的教育机构，各省教育部对各

省的教育负责，因此没有全国统一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法令。每个省的教育部都根据本

省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历史传统、民族特点等状况实施课程改革计划，制定

本省的课程标准，并且课程标准只在本省范围内实施，因此其课程目标表述得细致具

体，也适用于在一个省内这样的小范围实施。在我国，我国的国体决定了全国实行统

一的教育体制，国家教育部统一规划和制定全国的教育政策，课程标准也在在全国范

围内统一实行。然而我国国土面积广阔，人口众多，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发展差异性大

导致教育发展水平极其不均衡，因此课程标准只能选择高度概括性，以利于各省可以

根据自身情况实施标准。可见两国课程标准内容表述详略差异都是由两国的国情决定

的，但是本人认为，虽然加拿大课程标准详细全面特点不能直接适用于我国，但却值

得我国的借鉴与反思。

美国的教育体制与加拿大类似，也是各州独立行使教育权利，各个州根据本州的

情况制定课程标准。但在2010年6月，美国颁布了《共同核心州立标准》，尝试着统

一一个全国的课程标准。可见，西方国家在教育管理方面逐渐呈现出由“分权”到“集

权”的发展趋势。

2001年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规定：“为保障和促进

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生的要求，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①即“教

育部总体规划基础教育课程；各省级教育行政部门根据省内各地社会、经济、文化发

展的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国家课程的计划，并规划地方课程；学校在执行国家和地方

课程的同时，开发或选用适合本校特点的课程。”②这也标志着我国课程政策由集权开

始走向分权。根据课程三级管理的政策，各省有权利在国家课程标准总的纲领下根据

本省具体特点制定本省课程标准。但从全国范围内来看，只有上海市根据上海城市发

展需要和时代特点，于2004年制定了《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④依据该方案

制定了《上海市中小学语文课程标准(试行稿)》。上海市的课程标贯彻了语文课程改

①钟启泉崔允都张华主编，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l页。

菩方宏常，论我国三级课程政策的运行策略(硕士学位论文)[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04年：第1页。
3刘华，小学语文课程60年[Mj，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年，第1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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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基本精神，准秉承了“实验稿”的课程理念，虽然在“实验稿"基础上做了一定

调整和完善，但并没有对课程目标做更细致的表述，反而比“实验稿”更为简略，也

没有提出具体年级目标。

因此，本人认为，各省应充分行使课程三级管理的权利，应该在我国统一的课程

标准的之下，各省根据本省发展特点分别制定较为细化的课程标准，这就可以借鉴到

安大略省课程标准的优点，注重课程目标的具体化，尤其是将课程目标细化到年级甚

至学年，加之适当的举例说明，增加课程标准的可操作性和适应性，促进课程标准更

好地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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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理念的比较

39

“理念”原是个哲学术语，近些年来，这个词频频出现于诸多教育著作中。《现

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理念”的解释是：信念；思想，观念。《现代汉语规范词

典》(第2版)对“理念”的解释更为具体：认定和追求的某种目标、原则、方法等。

多具有个性、行业性和科学性，如，母语教育的新理念。所以，我们可以把“理念”

理解为对某项事业的价值追求和实施策略。母语课程改革的理念，就是指“母语课程

改革的价值追求和实施策略”。母语课程标准使用“理念"一词，重在为母语教育实

践提供一种理性的规范。

母语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是贯穿母语课程标准整个文本的思想精髓，它体现了

国家对于母语课程改革与发展总的指导思想和的价值取向。中加两国再母语课程标准

的课程理念上存在一些共性和差异，需要进行具体的比较和分析。

一、我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母语的语言文字传承着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是凝聚整个民族的灵魂。我国的语

文课标在前言部分就明确指出了语言文字的重要性：“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

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语言文字的运用存在于人们社会生

活的各个领域，因此，“语文课程应致力于培养学生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提高学生

的综合素养”，这是学好其他学科的基础，是培养学生形成正确思想观念、养成良好

个性及健全人格的基础，更是学生全面发展、终身发展的基础。因此，我国的语文课

标将语文课程的性质定义为：“语文课程是--I'1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

课程。"∞这一方面体现了这门课程具有实践性和综合性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这

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课程，课程的目标和内容应集中于“语言文字的运用”。

正是基于上述对课程性质的定位，我国的语文课标将课程的基本理念概括为以下

四点：“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积极倡导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④

s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2页。

g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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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强调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

我国语文课标指出：“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语文课标，必须面向全体学生，使学

生获得基本的语文素养。"∞

1．对“语文素养"的理解

语文课标中的“语文素养”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课标中的两个“使"：一

是使学生具有能够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听、说、读、写能力，正确地运用祖国的语言

文字；二是使学生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渐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

的人格。简言之，一个是语文素养，另一个是人文素养。温儒敏先生认为，所谓“语

文素养”，是指比较稳定的、最基本的、适应时代发展要求的听说读写能力，以及在

语文方面表现出来的文学、文章等学识修养和文风、情趣等人格修养。％语文教育
改革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每个时期都有一个基本理念。六十年代重视基础，提出“双

基”；七八十年代强调能力，提出“培养能力，发展智力”；90年代开始提倡素质教育，

既然教育就是要提高国民素质，那么语文教育就是要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

2．对“全面”的理解

“全面”这个词也应该包括两个层面：一是面向全体，这就意味着要把课程目标

落实到全体学生身上，力争使每一个学生都能达到这一目标，获得现代公民都必须具

备的基本语文素养；二是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综合素养，要全面发展，在“知识与能

力”、“过程和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方面都不能偏废。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

告《学习：内在的财富》中强调教育应当把人作为发展的中心，明确提出：接受教育

不再是为了升学和谋生，而是为了个人能力的充分发挥以及个人终身学习，为了社会

的和谐发展。因此，语文教育必须着眼于学生的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必须面向全体

学生。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即全面提高全体学生的语文素养，在语文教育中促

进学生整体素质的良好发展。

(二)正确把握语文教育的特点

语文课程一门是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综合性、实践性课程。工具性是语文的根本属

性，人文性是语文的重要属性。工具性与人文性的统一，是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我

国语文课标强调要在语文课程的实施中正确把握语文学科的特点——人文性特点、实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2贞。
。

謇温儒敏，关于201 1年版课程标准的对话[J]，语文建设，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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践性特点、民族性特点、汉语言文字特点以及综合性特点。

我国的语文课标指出：“应该重视语文课程对学生思想情感所起的熏陶感染作用，

注意课程内容的价值取向"，“尊重学生在语文学习过程中的独特体验"，①从而使语文

课程的丰富人文内涵对学生的情感、态度、价值观产生深远的影响。语文课程是实践

性课程，着重培养学生的语文实践能力，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是它的核心目标，

而达成这一目标的途径也应是语文实践。因此，语文课标提倡要让学生不论在课内还

是课外都要多读多写，不断的积累，在大量的语文实践中慢慢体会和把握语文运用的

规律。同时，还要关注汉语言文字自身的特点，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良好的语感和

整体把握能力，引导学生加强感悟、体验、积累和运用。

(三)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我国的语文课标明确指出学生是学习的主体。因此语文课程应该积极关注学生身

心发展的特点和语文学习的特点，关注个体的差异，了解不同的学习需求，爱护学生

的好奇心和求知欲，培养他们的自主性和创造性，积极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

方式。近几年来，在中小学的课堂中，“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一直受到大

力的推崇，可以说它是适应时代要求和语文教学的一种行之有效的方式。“自主、合

作、探究”的学习方式是指“在教师的启发和帮助下，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小组

学习、全班学习的群体作用，在合作中学习、丰富语言的积累，培养学生主动探究、

团结协作、勇于创新的精神。"②而我国的语文课标为改变学生学习方式的一项重要举

措就是安排了“综合性学习’’。“综合性学习”是一种根植于语文学科的、与其他学科

又交叉融合的综合性学习活动，它尤其强调学生的自主性，注重探索和研究的过程，

注重在综合学习的过程中培养学生主动探究、团结合作、勇于创新的精神。我国的语

文课标认为通过运用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进行语文学习，开展丰富的语文综

合性学习活动，才能更好的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研究性学习强调学习的情景

性，重视学习者原有的经验背景、生活经历，以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分析能力和解

决问题的能力，提高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实践能力为最高旨趣。”③此外，语文课标还提

倡语文学习的“三个整合”：一是听说读写的整合，二是语文与生活的整合，三是三

个维度的整合，即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整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2页。

誊削lI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73页。
5钟启泉等，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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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努力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

语文课程的建设既应继承我国语文教育的优良传统，又要密切关注现代社会发展

的需要，在继承的基础上创新。语文教学的内容、观念、方法、手段等都要适应时代

发展的变化，不断与时俱进。我国语文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

活力的。要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求，确立适应时代需要的

课程目标，开发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资源。”∞这实际上是在倡导一种“大语文”的教育

观，建构一个课内外联系，校内外沟通，学科间相互融合的语文课程体系。

二、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的基本理念

加拿大的语言课程标准在开篇引言部分也着重强调了读写能力、语言以及语言课

程的重要性。“语言是进行思考、交流和学习的基础，是体现个体身份和文化的基本

要素。语言的发展是学生智力、社交能力、情感发展的核心，因此必须将它视为语言

课程中的关键要素。”②其语言课标认为，当学生在小学阶段学会了使用语言，并且掌

握了许多的语言基本技巧，那么这将对他们受益终生。他们会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

运用到语言，感受语言的力量，并将最终感激语言，因为语言不仅是生活中沟通和交

流的重要工具，同时还给生活带了来无限乐趣。

加拿大语言课标中将理念表述为基本原则(Principles Underlying)。加拿大语言

课程的基本原则主要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发展学生听说读写的综合素养，旨在培养成功的语言学习者

读写能力(1iteracy)的发展是加拿大语言课程的核心。“读写能力并不仅仅是指

阅读和写作，它还关乎着我们在社会中如何进行沟通和交流，关乎着社会实践与人际

关系，以及知识、语言和文化。"⑨加拿大的语言课标始终秉承着这样一种信念，那就

是：读写能力对于公民来说至关重要，所有的学生都应该成为“有读写能力的人”

(1iterate)，而语言课程的目的就是致力于给学生提供一定的语言知识和技巧以帮助

他们达成学科目标。正是基于这样的信念，其课标指出：语言课程的目的就是帮助学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4页。
． ．

营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2006：3～4
3UNESCO!Statement for the United Nations Literacy Decade：2003—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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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成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者”(successful language learner)。①这正是加拿大语言课程

的理念和宗旨。课标中对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应具备的素养进行了具体说明。一个成功

的语言学习者应具备：②

幸能够理解语言学习是一个必要的，终生受益的和自我反思的过程；

幸能充满自信地进行有效沟通，包括听、说、读、写、观察和表现；

木能将他们自身与文本。以及周围世界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

木能够批判性地思考问题；

木能够理解文本内容，并能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这些见解要能经得起

他人的认可、质疑、评估和评价；

幸懂得欣赏文本中的文化影响和美学价值；’

士能运用语言与他人和社会进行互动和联系，以促进个人的成长，提高自身作

为世界公民的社会参与力。

为了发展学生的读写能力，加拿大的语言课程设计了四个学习领域——口语交际、

阅读、写作、和媒介素养。这些学习领域之间是密切相关的，四个学习领域中的知识、

技能目标也是相互依赖和互补的。因此，课程标准中提出，“教师在计划教学时应设定

综合的教学目标，有意识地整合这四个学习领域，以便给学生提供多种多样的经验，促

进他们有意义的学习，帮助他们通过四个领域的学习增强自己的读写技能。”④

(二)尊重差异，培养个性，发展开放、多元的语言教育

加拿大的语言课标认为：“当学生能够识别自己，并能从学校的学习中获得属于自

己的经验时，对于他们来说这就是学最好的学习成果。”⑨加拿大是一个多元民族文化

融合的国家，在这里读书的学生来自全球各地，有着各自不同的文化背景，因此每个孩

子都拥有他们自己的思想观念、自身优势和学习需求，因此加拿大的语言课标强调教师

在教学策略的运用和教学资源的选择上要充分考虑到“多样性”的因素，关注和尊重学

生的差异性，进行因材施教，创设多元化的课堂，根据他们不同的特点和需求促进他们

的个性发展。同时，加拿大的语言课程也重视培养学生理解并尊重不同的文化、民族、

地域和方言，建立对加拿大文化和世界文化的理解，树立一种“世界公民”的意识。

。Ministry of 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2006：4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l．2006：4

4此处“文本”翻译自“text”一词，在安大略的语言课程标准中，text一词是指其广义的含义，即将语言、图

表声音、图像，以EI_]81J体的，口语的，视觉的或电子的形式，向某一对象传递信息和思想的沟通载体。
8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fsl．2006：5

8Ministry of 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lsl．200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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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如在阅读教学中，课标就提倡要多给学生提供一些能够反映加拿大和世界文化多

样性的阅读素材，要求学生通过广泛地阅读来开拓视野，既懂得本土的文化传统，又了

解异质文化的思想和价值观念，积极寻求对其他观点和文化的理解，进而接受不同观念

的文化，并能够批判性地、建设性地评价他人的观点，促进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批判

性的思维的发展。同时，教师应积极鼓励学生发展自己的兴趣和追求，给学生机会让他

们选择自己要读什么和写什么。适合的教育的才是最好的教育，能够满足不同学生的教

育需求，使他们的特长得到充分的发挥，才是学生成功的关键。

(三)强调学生语言学习策略的掌握和思维的训练

“近几年来，研究表明有效的读者和写作者在他们阅读和写作时都是在无意识的状

态下使用一系列技巧和策略的，而这些策略和技巧可以被识别和教导的使所有的学生都

成为有效沟通者。”④因此加拿大的语言课标十分重视听、说、读、写的技巧和策略的

教育。加拿大的语言课程关注于对听、看、读策略的理解，关注学生有效阅读和写作的

过程，关注于使学生掌握有效口语交流和书面交流的方法以及建立有效媒介文本的技

能，关注于帮助学生规范地运用语言表达习惯，清楚、连贯地进行交流。此外，加拿大

的语言课程非常关注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强调训练学生一种高级思维技能——“批判素

养”(critical literacy)圆的技能，认为批判素养会帮助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层地理解、欣

赏和评价所读到的内容，并且也能帮助他们成为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独立性的学习者，

而最终成为负责人的国家公民。

三、比较与分析

(一)两国的课程标准都很强调母语语言文字及运用的重要性

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在前言部分的开端就阐明了语言的

重要性。“语言文字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和信息载体，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

分。”语文课程是学习其他课程的基础；是学生形成正确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形成良好个性和健全人格的基础；更是学生全面发展和终身发展的基础。“语文课程

对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和革命传统，增强民族文化认同感，增强民族凝

聚力和创造力，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语文课程的多重功能和奠基作用，决定了它在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S】2006：5
眢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200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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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年义务教育中的重要地位。”①加拿大的语文课程标准在也引言部分的开头阐述了读

写能力、语言以及语言课程的重要性。标准认为，语言课程就是致力于指导学习这些

领域的知识与技能——听、说、读、写、看和表现，而这些都是以读写能力为基础的。

语言是思考、沟通和学习的基础，也是同一性和文化的基本要素。语言的发展是学生

智力、社交能力，情感发展的核心，因此必须要把学生语言的发展作为语文课程的关

键要素。可见两国的课程标准都很强调母语语言文字的重要性。

在我国，人们使用“语文”这个词，有时是指“语言和文字"，有时是指“语言

和文学”。②近些年来，语文教育界还有人认为应该界定为“语言与文章”或“语言与

文化"。但无论哪种界定，语文课程的核心内容都是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实用性的

运用和艺术文化的运用——为了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实际事务，运用语言文字获取

信息、与他人交流沟通；为了表达对人、事、物、景的感受、体验和思考，运用语言

文字，通过形象抒发自己的情怀等。我国的标准在前言中明确说明了语文课程的性质：

“语文课程是一门学习语言文字运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这就强调了语文课程

的核心任务应该是围绕语言的运用。语言文字的运用，包括生活、工作和学习中的听

说读写活动以及文学活动，存在于人类社会的各个领域。语文课程致力于是培养学生

的语言文字运用能力，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加拿大立志培养“成功的语言学习者”

的目标实际上上也是强调了语言文字运用的重要性，“能有效并充满自信地进行沟

通”，“能将他们自身与文本以及周围世界之间建立有意义的联系"，“懂得欣赏文本

中的文化影响和美学价值”，“能运用语言与他人和社会进行互动和联系”等都强调了

语言文字的实际应用。

(二)两国的课程标准都很重视语文母语课程的开放性

我国的课程标准在课程理念中提出要“建设开放而有活力的语文课程”。语文课

程应该是开放而富有创新活力的。要尽可能满足不同地区、不同学校、不同学生的需

求，确立适应时代需要的课程目标，开发与之相适应的课程资源，形成相对稳定而又

灵活的实施机制，不断地自我调节、更新发展。加拿大的课程标准在课程上理念也非

常注重课程与教学的开放性。作为一个多元文化大融合的国家，不同的学生都来自不

同的文化背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教育需求，因此课程与教学的开放性就显得尤为必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1页。

孕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z]，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第16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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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加拿大的课标认为，语言的学习以及读写技能的习得并不应该仅限于语言课程之

中，语言课程还应积极促进语言学习与其他学科学习的整合，以发展开放、多元的语

言教育。

(三)两国课程标准都很注重培养学生语文的综合素养

21世纪以来，综合素养成为人才重要的竞争力，因此从两国课程标准对人才素质的

培养理念中可以发现，两国都将学生综合素养的提升作为课程设计和实施的重要内容。

我国的课程理念提出“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语文素养以语文能力(识字、写字、

阅读、习作、口语交际)为核心，是语文能力和语文知识、语言积累、审美情趣、思想

品德、行为态度、思维习惯、学习方法、学习习惯的融合。’’∞这种素养不仅表现在有

要较强的听说读写等语文能力，还要具备在实际生活中语文的综合运用能力，因此，我

国要求的语文素养重在“综合”。加拿大在课程标准中提出，加拿大的课程标准认为口

语交际、阅读、写作、媒介素养这些学习领域之间都是相互联系的，教师在设计教学考

虑将不同学习领域知识和策略的迁移和综合。同时加拿大的课程标准还认为，语言的学

习以及读写技能的习得并不应该仅限于语言课程之中，语言课程还应积极促进语言学习

与其他学科学习的整合，提升学生的综合素养。而想成为一名“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必

然也要求学生具备语言学习的综合素养。

(四)两国课程标准理念对道德和人格培养的思路不同

我国的课程标准理念侧重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重视提高学生的

品德修养和审美情趣，使他们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人格，促进德智体美的和谐

发展。"我国虽然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但却拥有“中华民族”这一共同的民族背景，

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上容易取得统一和认同，因此理念的阐述离不开爱国主义教育、

社会主义道德教育、三观教育以及审美教育等，体现着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和中国特

色的印记。相反，加拿大是一个由不同的民族、种族组成的多元文化并存的国家，尤

其是种族成分复杂，使其在培养学生思想品德上较难达成一致。因此在人格培养的理

念上更多的体现了一种自由平等、民主开放、兼容并包的特点，强调对加拿大及世界

文化的理解，对自身的认识，通过阅读获得新的资讯，以满足社会和工作环境的需求，

j吴忠豪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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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完善自我。将人格培养置身于国际大背景中，旨在培养学生成为富有社会责任心

的，适应时代发展的“世界公民”。相比之下，总体来说我国更注重社会本位的的人

才培养，而加拿大则更注重从学生发展角度，凸显个人本位。

(五)与中国相比，加拿大更注重学生思维能力的训练

加拿大的语言课标十分重视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在课程目标的表述中多次出现“识

别"、“判断”、“比较"、“评价”、“反思”等词汇，旨在通过思维能力的训练培

养每个学生独特的个性，发展学生的创新思维和独立学习的能力，这也是时代赋予现代

公民的要求。加拿大的课标中强调一种高级思维技能，包括批判素养(critical literacy)

的技能，使学生不仅能够更深层地理解、欣赏和评价所读到的内容，并且也能帮助他们

成为具有反思性、批判性和独立性的学习者。在创新人才培养成为时代呼唤的背景下，

我国的母语课程改革也在创新人才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但我国的课标虽然也提及了鼓

励学生根据个人理解对文本进行多元解读，鼓励自由表达、写作等，但对学生思维能力

的训练程度还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与加拿大相比还需加强。

(六)加拿大更加关注学生对学习策略反思和综合运用

加拿大的语言课程标准十分重视在知识积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掌母语课程学习的

相关技能和策略。其课程标准在在课程目标中详细罗列出了学生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策

略，并列举一些例子和教师提示，说明这些学习策略如何在教学中实施。同时，加拿大

语文课程目标是使每_个学生都成为“成功的语言学习者"，期望每一个学生在学习听

说读写技能的同时，反思并确定自己作为听者、讲话者、读者、写作者自身所具备的优

势以及需要需要改进的地方，找到在听、说、读、写不同情境中最有帮助的策略。因此，

加拿大不仅关注学生学习策略的掌握，还关注对不同学习领域策略的反思和迁移，促进

策略的内化，使学生能够在日常生中比较自如地综合运用这些策略。我国的课程标准虽

然也很关注“过程与方法”，但相比加拿大系统化的学习策略框架，我国对方法、策略

的要求还不够全面和具体。

四、反思与借鉴

随着母语课程的实施，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学生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每个人



48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忽视学生个性，只能导致人才培养的单一化和同一化。在母语课

程的总体理念上，各国都吸纳了以人为本、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从加拿大的课程理念中反映出更多的文化包容的态度，虽然这是由其文化背景决

定的，但正是这种文化包容使加拿大的母语课程更加尊重个体的差异性，尊重每个儿

童的个性、兴趣和需求，这是非常值得我国母语教育反思的。在多元文化不断发展的

今天，如何培养我国的儿童在坚守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同时，又能拥有这种“文化包

容”的胸襟和视野是值得我国反思的。同时，如何在统一的课堂上关注到每个孩子的

教育需求和特点，培养学生的个性化，仍是我们需要一直关注和解决的问题。

批判意识和创新思维是加拿大语言课程标准非常强调的，从现代社会的发展趋势

来看，批判思维现代公民所应具备的基本思维品质。批判性思维是进行创新的前提条

件，只有对事物做出自己的判断，批判性的看待一切事物，才不会盲从，才能形成自

己的观念和思想。然而这一点一直是我国的人才普遍比较缺乏的素养，由于传统教育

的影响，我国的学生比较习惯了对思想的接受和听从，很难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本

次我国的新课程标准在批判意识和创新思维方面已经有所要求，但相比加拿大课程标

准中出现的“识别”、“判断"、“比较”、“评价”、“反思"等具体要求，我国

的课程目标要求还是还比较泛化、简单的，很容易让思维训练流于形式。

创新和批判思维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需要长期训练的过程，人本人为我国的语文课

程标准应该在这部分加大倾斜力度，对批判性思维的训练要求应该更为具体和细化，

使思维训练是具体的，可操作的。同时教师在实施教学中也应倾向于给学生创设思维

训练创设更多机会和多样化的情境，有意识地加强对学生思维的训练，并且要注重思

维训练的连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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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课程目标与内容的比较

49

课程目标是按照国家的教育方针，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通过完成规定的教

育任务和学科内容，使学生达到的培养目标。它受国家为基础教育规定的教育目的制

约，是总的人才培养目标的具体体现。课程目标是课程规划和实施的向导，为编写教

材、组织教学和课程评价提供一定的依据，在课程标准中属于主体部分。母语课程目

标，则是从母语学科的角度规定人才培养的具体规格和质量要求。

一、我国母语课程标准中的三维目标解读

我国的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课程目标采用九年一贯制设计，课程的总目标

是对九年义务教育的整体要求，其中也包括初中部分。确定语文课程目标，与理解语

文课程关于语文素养的总要求直接相关。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语文课程标准对“语文素

养”的认识是：语文课程应激发和培育学生热爱祖国语文的思想感情，引导学生丰富

语言积累，培养语感，发展思维，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养成良好的学习习

惯，具有适应实际生活需要的识字写字能力、阅读能力、写作能力、口语交际能力，

正确运用祖国语言文字。语文课程还应通过优秀文化的熏陶感染，促进学生和谐发展，

使他们提高思想道德修养和审美情趣，逐步形成良好的个性和健全的人格。①

我国语文课程目标就是基于这样一种对语文素养的总认识，从“知识与能力、过

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进行要求的。整个语文课程总目标共归纳为

十条，这是条并不是随意排列的，有一定的逻辑顺序。大致来说，前5条目标是从语

文素养的宏观方面着眼的，在“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和“过程与方法"两个维度上有

所侧重；后5条目标从具体的语文能力培养方面着眼，侧重在“知识和能力”这个维

度。可见，为了改变过去重知识传授和被动学习的倾向，“语文标准”的研制者有意

识地把“三维目标”这样排序：“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过程和方法”、“知识和能力”。

这一导向确实加强了语文教学的人文教育内涵，关注了学生的情感态度的培养。④三

个维度的目标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体现了语文课程对工具性与人文性统一的价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

页。

@禹旭红，“三维”课程目标的核心是“知识和能力”[J]，天津师范大学学报(基础教育版)，200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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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追求。

(一)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目标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情感，形象地讲，乃是高尚行为的肥沃土壤"，因为学生

的“道德观念、观点和习惯都跟情感紧密相联。"∞出于语文课程的特点，学生在学习

语言文字以及语言文字运用的过程中，必然要接触到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思想情感，他

们的思想观念、情感态度也会在潜移默化中发生改变。因此，『从全面提高学生语文素

养的理念出发，我国语文课程的总目标中首先强调了“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一重

要维度。总目标中对“情感态度价值观"这一维度的要求是：

木在语文学习过程中，培养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和

健康的审美情趣，发展个性，培养创新精神和合作精神，逐步形成积极

的人生态度和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

宰认识中华文化的丰厚博大，汲取民族文化智慧。关心当代文化生活，

尊重多样文化，吸收人类优秀文化的营养，提高文化品位。

宰培育热爱祖国语言文字的情感，增强学习语文的自信心。②

将“情感、态度于价值观"作为课程目标的一个维度，改变了以往仅强调知识

与技能的目标达成度的观念，将育人的目标纳入了语文教育的目标体系中。也就是说，

培养学生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健康的审美情趣，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和积极的人生态度，

是语文课程的重要内容，而不是一种外在的附加任务。⑨教育心理学家燕国材的研究

表明，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这些非智力因素对人的终身学习和发展意义是重大的。

那么，我们的母语教育重视学生的学习兴趣、态度、习惯、意识、情感、动机等，为

学生从事其他学科的学习和终身发展奠基。④

(二)过程与方法的目标

从语文课程的性质和出发，语文课程是一门实践性的课程，其基本目标就是培

养学生运用语文的实践能力，而提高语文能力的途径是也语文实践。为了突出课程目

uB．A．苏霍姆林斯基著，毕淑芝等译，育人三部曲：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8年，

第92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5页。

。肖川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126页。

4黄宗贤，中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课程目标比较研究(硕士学位论文)lDj，‘福建帅范大学，2009年，第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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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实践性，我国的语文课程标准将“过程和方法’’这一维度也作为目标的组成部分，

将学生作为语文学习的主体，改变传统教学中重结论、轻过程，重知识传授和学生被

动接受的倾向。总目标中对“过程与方法“这一维度的要求是：

木养成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初步掌握学习语文的基本方法。

宰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学习科学的思想方法，逐步

养成实事求是、崇尚真知的科学态度。

宰能主动进行探究性学习，激发想象力和创造潜能，在实践中学习和运

用语文。①

教育家叶圣陶先生说过：“什么是教育?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特级教师陈日亮潜心研究了叶圣陶先生教育思想的精髓，指出：语文学习兴趣、方法、

习惯、意识的养成，应该是语文老师的基本职责，语文学习，在老师的引导教育下，

要“懂得规范读，学得方法，形成习惯"，由“读得懂”而“懂得读”，从而将自己的

语文学习活动由自发变成自觉。②因此，关注过程与方法的目的正是要培养学生形成

良好的语文学习习惯。从发展学生的语文素养来说，语文学习的过程是语文素养形成

的途径，语文学习的方法是语文素养发展的手段。从三维目标这一整体来说，过程和

方法，是知识和能力目标、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目标得以实现的手段、途径。@

(三)知识与能力的目标

知识与能力一直是语文课程目标最为强调和重视的方面，在三个维度中，知识

与技能是基础和核心，是其他两个维度发展的依托。总目标中对“过程与方法“这一

维度的要求是：

木学会汉语拼音。能说普通话。认识3500个左右常用汉字。能正确工整

地书写汉字，并有一定的速度。

宰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

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解的能力。能阅读日常的

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借助工具

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背诵优秀诗文240篇(段)。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 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5页。

皂陈日亮，我即语文【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3页。

4刘贞福，谈“语文素养”[J]，语文建设，200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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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400万字以上。

幸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能根据需要，

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写作，发展书面语言运用能力。

宰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初步学会运

用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

术学会使用常用的语文工具书。初步具备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积极

尝试运用新技术和多种媒体学习语文。①

“知识，是形成课程的基础和原因，也是课程变革的基础和原因。”④语文知识

是语文课程和语文教学的重要内容，掌握了知识才能逐渐形成能力和素养。我国的语

文课程标准从识字与写字、阅读、写作、口语交际几个方面维度分别提出了学生需要

达到的知识和技能。从现代社会对未来公民素质的要求出发，对语文“知识和能力”

这一维度又有了新的要求。当前的社会正处于信息化的时代，对学生的语文素养要求

不能仅仅局限于以往的听说读写的能力，必然也要求学生具备相应的信息化能力。同

时课标也强调了汉语拼音，普通话，汉字书写方面的要求，可见知识与能力的目标既

强调了中国语言文字传统文化的基础性要求，也体现出了时代的与时俱进。

我国的课程的三个维度的目标并不是独立、绝对的，而是相互渗透，融为一体的。

目标的设计着眼于语文素养的整体提高。但在总目标中，按照“情感态度价值观——

过程与方法——知识与能力"的顺序进行展开，也体现出我国语文课程改革的变化趋

势，更为关注人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关注人的发展。

加拿大语言课标的总目标并没有像我国一样具体划分几个维度，仅是从四个学习

领域分别表述了总目标与具体目标，具体罗列了学生在每个年级需要掌握的知识与技

能。以下从两国课程标准中的听说目标、阅读目标和写作目标进行具体比较分析。

二、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听说目标与内容的比较

有关研究表明：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语言应用中，听占45％，说占30％，读占16％，

写占9％；听说合占75％。这说明，在人与人的沟通交往中，听说形式是主要的。当前，

科学技术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使社会竞争日益激烈，社会对人才的要求也在不断提

高。现代社会的高节奏使得社会要求其成员能够用最便捷、最简洁、最有效的方式展

s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5页。
‘ ’

②王荣生，语文科课程论基础【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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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自己。在这样的背景下，社会成员的语言交际能力成为其参与社会竞争的最重要的

能力之一。因此，世界各国的母语教学都把听说能力的培养放在重要地位，这在中加

两国母语课程标准中都有所体现。

(一)我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听说目标与内容的列举

53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应培养培养学

生倾听、表达和应对的能力，使学生具有文明和谐地进行人际交流的素养。”①因此，
一

课程标准关于口语交际的总目标是：“具有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学会倾听、表

达与交流；初步学会运用口头语言文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以下是我国小

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口语交际学段目标与内容。如下表：

表6 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13语交际学段目标与内容③

第一学段(卜2年级) 第二学段(3-4年级) 第三学段(5-6年级)

1．学说普通话，逐步养成讲普 1．能用普通话交谈。学会认真 1．与人交流能尊重和理解对方。

通话的习惯。 倾听，能就不理解的地方向人请 2．乐于参与讨论，敢于发表自

2．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努力了 教，就不同的意见与人商讨。 己的意见。

解讲话的主要内容。 2．听人说话能把握主要内容， 3．听人说话认真、耐心，能抓

3．听故事、看音像作品，能复 并能简要转述。 住要点，并能简要转述。

述大意和自己感兴趣的情节。 3．能清楚明白地讲述见闻，说 4．表达有条理，语气、语调适

4．能较完整地讲述小故事，能 出自己的感受和想法。讲述故事 当。

简要讲述自己感兴趣的见闻。 力求具体生动。 5．能根据对象和场合，稍作准

5．与别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 备，作简单的发言。

有礼貌。 6．注意语言美，抵制不文明的

6．有表达的自信心。积极参加 语言。

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

(二)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听说目标与内容的列举

加拿大的语言课程标准对口语交际的总目标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根据不同的

目的听懂意思并作出适当的回应；在与不同的对象交流时，依据不同的目的使用适当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24页。

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9、11、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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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说话技巧和策略；反思并确定自己作为倾听者和讲话者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以及需要

需要改进的地方，找到在口语交际情景中最有帮助的策略。①在此，列举加拿大语言

课程标准中五年级的听说目标与内容，如下表：

表7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五年级1：3语交际目标与内容列举@

目标表述 具体举例／教师提示

目标 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正式的和非正式 对于某个问题的评论做出回应；能够在一些交

的，确定一系列听话的目的，并设立有关 谈、讨论、集会中关于某个主题与同伴相互分

具体听话任务的目标 享信息和交流观点；

主动听 通过适应主动听话策略来理解适当的听 总结和建设性地回应他人的观点；能在谈话中

话策略 话行为，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境，包括小 使用一些简短的声音提示以传达自己的赞同

组活动 或兴趣：是的，请再说一遍，告诉我更多

听话， 理解 识别各种不同的听话理解策略，为了能够 要通过询问一些有关事实、推断和价值判断的

理解意 策略 理解和澄清口头文本中的含义，在听话的 问题，以帮助集中注意力阐明对某个1：3头文本

思 之前、听话过程中和听话之后适当的运用 主题大意的理解；总结和综合观点，以加深对

这些策略 某个口头文本的理解

阐述 通过总结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引用一些有 在小组中总结一个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中的一

理解 支撑力的细节，阐述对口头文本中的一些 个情节，总结一本书的观点并在全班大声地读

信息和观点的理解 出来

做出推 对口头文本中使用的一些作为证据的直 问些问题来生成一些对口头文本的推断：如

理／解读 述或隐含的观点做出推论和判断 果⋯将会发生什么?我想知道⋯⋯意思是?

文本

拓展 将他们的想法与自己的知识、经验、见解， 就同一个话题，要将13头陈述的内容与书籍、

理解 还有其他文本，包括印刷版和视觉文本， 文章、电视节目或视频相关联；使用角色扮演

以及周围的世界相联系，以拓展对口头文 和戏剧表演的形式去探索口头文本中的观点、

本的理解 情感或出现的问题

分析 分析口头文本，解释一些特定的元素是如 思想和信息，词语的选择、声调、信息传递速

文本 何对明晰文本含义起辅助作用的 度、身体语言

核心观 识别口头文本中陈述的核心观点，通过提 运用戏剧或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探索次要人物

占 问的方式以来识别有没有一些遗漏的或 在剧本中的观点；要对在某一问题上表达了另

其他可能的观点 一种观点的讲话者作出回应

表达 识别在口头文本中使用的各种表达策略， 使用情绪化的语言，片面的争论，或者是夸张

策略 分析它们对听众的影响 的要求

目的 识别各种不同的讲话目的 在讨论和对话小组中证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交互 展示对不同情境中适当讲话行为的理解， 通过个人与他人的经验相联系来回应小组成

策略 包括配对共享、对话和小组或大组讨论 员的评论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2006：9-1 0

2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2006：94—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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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晰性 用表达清楚、一致的方式进行口头交流， 要提出一种观点，这个观点要有一个明确的目

一致性 以一种容易理解的形式表达观念、思想和 的，逐条的展开以及相关有支撑力的细节

信息

适当的 在词汇的全部范围里使用适当的单词和 运用使人产生联想的画面、个人轶事、语录、

语言 短语，包括包容性的和非歧视性的语言， 源自学科课程领域的词汇，以及适当的技术术

运用适用于目的的修辞手法，交流中要准 语来取得特定的效果

确地表达意思并且让他们的听众感兴趣

声音技 识别一些人声效果，包括音调、节奏、语 根据上下文使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气

说话，
巧和策 调、音量，和各种各样的声音效应，适当

进行交
略 地运用它们，同时对文化差异保{辱L定的

流 敏感度，以帮助传达意思

非语言 识别各种不同的非语言暗示，包括面部表 在讨论中要适当地运用面部表情表明自己是

暗示 情、手势、眼神交流， 在口语交际中适 赞同或是困惑

当地运用它们，同时对文化差异保持一定

的敏感度，以帮助传达意思

视觉 适当地使用各种不同的视觉辅助工具，来 使用魔法部正版软件创建一个文氏图来比较

辅助 支持或加强口头表述 两个不同的传记

元认知 在与老师和同伴的谈话中，识别他们在听 教师提示：“你如何确保在讨论中你正确理解

反思口 说之前、听说过程中和听说之后最有帮助 了别人说的话?”“你如何判断何时说话，何

语交际 的策略，以及提高他们的口语沟通技能的 时听话?”

中的技 方法

巧和策
相互联 在与老师和同伴的谈话中，识别他们作为 教师提示：“作为一个作家， 有什么是让你学

略
系的技 观众、表演者、读者和写作者的技能是如 以致用使你的口头表达更让人印象深刻的?”

能 何帮助他们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 “作为一个读者，你是如何看待你的经验与你

听话理解能力之间的联系的呢?

(三)比较分析

1．两国听说目标都很关注口语交际能力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

通过以上对中加母语课程标准中听说目标与内容的列举，可以发现两国都很关注

口语交际能力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性，认为口语交际能力是现代公民的必备能力，努

力培养现代社会所要求的“沟通人才”。我国的听说目标提出，“学会运用口头语言文

明地进行人际沟通和社会交往”，“积极参加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就不同的

意见与人商讨”，“能根据对象和场合，稍作准备，作简单的发言”等，都是现代社会

对公民口语交际素质的要求。加拿大的口语交际目标中提到，“能在一些交谈、讨论、

集会中就某个主题与同伴相互分享、交流观点”，“在小组中提出问题或者探索问题解

决方案”，“为了加强大团体或小团体内成员间的相互理解，分享各自的观点和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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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能体现出加拿大希望培养学生适应社会的听说能力，学会合作和分享。

2．两国听说目标都强调口语交际中的态度和语言修养

中加两国都关注到了在口语交际过程中学生的态度和语言修养问题，我国的课标

提出“能认真听别人讲话”、“与别人交谈，态度自然大方，有礼貌”，“语气、语调适

当”，“注意语言美"等都关注到了作为听众和表达应注重文明礼貌、尊重他人的态度。

加拿大的口语交际目标中提到了“主动听话策略”，要求学生以积极的态度参与到各

种口语交际情境中，如在一年级的口语交际中要求学生“在听别人说话时不去打断对

方，并等待轮到自己发言时再发言"，“注意认真聆听别人说的话，并表现出对他人讲

话的兴趣，要注视着别人，并给予相应的反馈，如点头或询问相关的问题”，在与他

人交流时要使用“有包容性和非歧视的语言”，既要做一个好的倾听者，也要做一个

好的发言者。

3．相比我国，加拿大更为重视口语交际训练的情境性和互动性

“口语交际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情境性、互动性以及由此产生的动态生成性。"①当

交际有了情境，就有了具体的交际条件和规定性，讲什么话，怎样讲的得体，能解决

问题，才有了依据。同时，在实际的交往过程中，不可能由单人独立完成，必然是双

方或多方构成交际主体，形成互动。因此在口语交际训练中，创设情境和引导互动是

至关重要的。加拿大在其听说目标中提到了“互动策略(Interactive Strategies)”，五

年级的互动策略目标要求学生能够在对话、小组或团体讨论中，对于在不同情境中如

何说话得体表达自己的观点。在小组讨论中，“要将个人与他人的经验相联系来回应

小组成员的评论"，“当其他组的成员表达他们观点观点的时候，要有意识地联系到他

们的背景和经验，并对他们的背景和经验保持敏感度"。对于如何识别口头文本中的

核心观点，课标中提出可以“使用角色扮演和戏剧表演的形式去探索口头文本中的观

点、情感或出现的问题”。这些都体现了加拿大比较重视口语交际训练情境性。我国

在听说目标中并为对口语交际的情境性提出具体要求，只是在教学建议中提出“口语

交际是听与说双方的互动过程，教学活动主要应在具体的交际情境中进行”㈢，对情

境性的要求比较笼统。同时，在其口语交际目标中多次出现在通过小组互动讨论进行

口语交际的要求。而我国在口语交际目标中虽然也提到了讨论，如第一学段要求学生

“积极参加讨论，敢于发表自己的意见”，第三学段要求学生“乐于参与讨论，敢于

。吴忠豪主编，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46页。

吾语文课程标准研制组，全日制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实验稿)解读l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

第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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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自己的意见”，但这种讨论只是一种学生自愿参加的谈话方式，讨论的组织也是

比较松散的。相比之下，加拿大是将小组讨论作为训练学生听说能力的一种必备的学

习方式，并且具体列举了在小组讨论中对口语交际策略的指导，希望在培养学生在小

组讨论中加强听说能力的同时也加强相互理解力和合作精神。

4．相较我国，加拿大更重视媒介在口语交际中的应用

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和网络媒体的普及，母语课程与媒介和信息技术的关系日

益密切。各种媒介信息、媒体文化充斥着生活的方方面面，对现代人的生活产生了巨大

影响。因此要求现代公民必须具备一定的媒介素养。从加拿大的口语交际目标中，可以

发现现代媒介在El语交际中的渗透比较广泛。如“要将口头陈述的内容与书籍、文章、

电视节目或视屏相关联”；“在小组中总结一个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中的一个情节，或者总

结一本书的观点，并在全班大声地读出来"；“适当使用不同的视觉辅助工具，如海报、

图表、地图等来支持或加强I：2头表述”等。可以见得，加拿大在训练学生听说能力时十

分注重与媒介信息相结合，一方面要求学生通过在生活中接触多样的媒介文本学习和强

化口语交际的策略，另一方面要求学生在进行VI语交际时能够借助其他媒介文本甚至自

己制作媒介文本(比如创建一个幻灯片配合报告)帮助自己更好地表达、分享观点。这

既体现了综合性学习的要求，同时也是培养学生发展适应时代的听说能力的必须要求。

然而从我国的口语交际目标中几乎看不到媒介的影子，仅在第一学段提到“听故事、看

音像作品”，与加拿大相比，我国在媒介素养方面的重视程度还不够，应该在课程标准

中适当加入对媒介能力的要求。

(3)相较我国，加拿大更加关注听说策略的指导性

我国的口语交际目标对听说策略的表述比较少，尽管在“教育建议"部分对“口

语交际”有教学策略的指导，但毕竟课程目标应以学生为主体，只有针对学生提出听

说学习策略才更有操作性和针对性。而加拿大的听说目标非常重视对学生听说策略的

指导，并且对听说策略的表述十分系统全面。比如在“主动听话策略”中对于如何表

现自己正在积极倾听，加拿大课程目标的举例是：“能在谈话中使用一些简短的声音

提示来传达自己的赞同或感兴趣，比如：是的，请再说一遍，告诉我更多”。而我国

的听说目标仅仅表述为“能认真听别人讲话”，“学会认真倾听”，“听人说话认真、耐

心”。这样的目标表述太模糊，究竟如何学会认真倾听并没有具体的策略指导。再比

如在“理解策略”中对于如何判断自己理解了文本观点，加拿大课程目标的举例是：

“要通过询问一些有关事实、推断和价值判断的问题，来帮助自己集中注意力阐明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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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口头文本主题大意的理解”。而我国的表述仅仅是“努力了解讲话的主要内容”，

“能抓住要点，并能简要转述”，而对于如何了解主要内容，如何抓住要点，教师和

学生只能摸索，反映出我国的听说目标比较关注于结果，但对达成结果的过程缺乏目

标策略的指导。比较相比之下，加拿大听说目标表述以及举例非常具体，提供了清晰

的听说策略以及策略指导，使课程标准的操作性比较强。

此外，还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的听说目标框架中，每个副标题的呈现是

具有一定逻辑顺序的。如在听话目标中副标题的顺序是：“目的——主动听话策略一

一理解策略——阐述理解——作出推论／解读文本——拓展理解——分析文本——识

别核心观点——识别表达策略”，按照心理学的研究，“听”的过程是一个接受、理解、

储存语言信息的循环往复的过程。因此，这样的编排顺序也呈现了儿童听话理解意义

的整个心理过程。从中可以看出加拿大的听说目标框架的编排和表述具有一定科学性

和系统性。而我国的听说目标表述简单、随意，目标要求太过笼统。

三、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阅读目标与内容的比较

阅读教学是语文教学的基本环节，是形成学生语文能力的重要基础，是母语教育

的主要载体。在小学语文课堂中，阅读教学比重最大，用时最多。阅读能力，不仅是

语文学习能力的主要构成因素，而且是一切智力活动的基础，直接影响听、说、写等

语文能力的培养，是现代文明人在精神生活上不可或缺的生存手段。以下将对中加两

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的阅读目标和内容进行比较分析。

(一)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阅读目标与内容的列举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指出：“阅读是运用语言文字获取信息、认识世界、发展思维、

获得审美体验的重要途径。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教科书编者、文本之间对话的过

程。阅读是学生的个性化行为。阅读教学应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和评价的

能力。”①因此，我国的课程标准关于阅读的总目标是：“具有独立阅读的能力，学会

运用多种阅读方法。有较为丰富的积累和良好的语感，注重情感体验，发展感受和理

解的能力。能阅读日常的书报杂志，能初步鉴赏文学作品，丰富自己的精神世界。能

借助工具书阅读浅易文言文。背诵优秀诗文240篇(段)。九年课外阅读总量应在400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匍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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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字以上。”①以下是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口语交际学段目标与内容，如下表：

表8 我re,J,学语文课程标准阅读学段目标与内容②

第一学段(卜2年级) 第二学段(3-4．年级) 第三学段(5-6年级)

1．喜欢阅读，感受阅读 1．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 1．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

的乐趣。养成爱护图书 地朗读课文。 朗读课文。

的习惯。 2．初步学会默读，做到不出声， 2．默读有一定的速度，默读一般读物

2．学习用普通话正确、 不指读。学习略读，粗知文章大 每分钟不少于300字。学习浏览，扩大

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 意。 知识面，根据需要搜集信息。

文。学习默读。 3．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 3．能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

3．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 思，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表达情 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辨别词语的感

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 意的作用。能借助字典、词典和 情色彩，体会其表达效果。

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 生活积累，理解生词的意义。 4．在阅读中了解文章的表达顺序，体

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 4．能初步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 会作者的思想感情，初步领悟文章的基

读。 体会文章表达的思想感情。能对 本表达方法。在交流和讨论中，敢于提

4．阅读浅近的童话、寓 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疑问。 出看法，作出自己的判断。

言、故事，向往美好的 5．能复述叙事性作品的大意，初 5．阅读叙事性作品，了解事件梗概，

情境，关心自然和生命， 步感受作品中生动的形象和优美 能简单描述自己印象最深的场景、人

对感兴趣的人物和事件 的语言，关心作品中人物的命运 物、细节，说出自己的喜爱、憎恶、崇

有自己的感受和想法， 和喜怒哀乐，与他人交流自己的 敬、向往、同情等感受。阅读诗歌，大

并乐于与人交流。 阅读感受。 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

5．诵读儿歌、儿童诗和 6．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 会作品的情感。受到优秀作品的感染和

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 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 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阅读说

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 诗文大意。 明性文章，能抓住要点，了解文章的基

感受语言的优美。 7．在理解语句的过程中，体会句 本说明方法。阅读简单的非连续性文

6．认识课文中出现的常 号与逗号的不同用法，了解冒号、 本，能从图文等组合材料中找出有价值

用标点符号。在阅读中 引号的一般用法。 的信息。

体会句号、问号、感叹 8．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 6．在理解课文的过程中，体会顿号与

号所表达的不同语气。 句段，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 逗号、分号与句号的不同用法。

7．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 获得的语言材料。背诵优秀诗文 7．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

和格言警句。背诵优秀 50篇(段)。 律、节奏等体昧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

诗文50篇(段)。课外 9．养成读书看报的习惯，收藏图 诵优秀诗文60篇(段)。

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 书资料，乐于与同学交流。课外 8．扩展阅读面。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

阅读总量不少于40万字。 100万字。

o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第7页。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

第8、10、12—13页。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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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阅读目标与内容的列举

加拿大的语言课程标准对阅读的总目标是：“阅读并理解各种文学、图片和信息

文本，使用各种不同的策略来建构义；识别多种文本形式、文本特征及风格元素，并

能了解它们是如何帮助传达意义的；使用一些词汇知识和提示系统以帮助自己能够流

畅地阅读；反思并确定自己作为读者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以及需要改进的地方，找到在

阅读之前、阅读过程中和阅读之后最有帮助的策略。”∞在此，列举加拿大语言课程标

准中五年级的阅读目标与内容，如下表：

表9 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五年级阅读目标与内容列举②

目标表述 具体举例

各样的 阅读多种不同文化的文本，包括文学作 例如：短篇小说、诗歌、神话、文化传说、戏

文本 品、图像文本、信息类文本 剧、传记、小说、广告、商标、地图册、图表、

评论、报告、传记、课本以及其它非小说类素

阅读， 材、印刷版和在线文章

理解意 识别各种不同的阅读目的，为不同的阅读 阅读在线的或印刷版的百科全书类文章是为目的
田
Jt!一 目的选取适当的阅读素材 了了解背景信息，翻阅字典是为了查明词义

理解 识别各种不同的阅读理解策略，将这些策 通过问问题来集中阅读，用意念来澄清文本中

策略 略适当的运用在阅读之前、阅读过程中和 的一个角色、一个场景或者一个概念的细节；

阅读之后以便理解文本

阐述 通过总结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引用一些有 短篇故事、神话和童话故事中的主题和有支持

理解 支撑力的细节来阐述对各种文本的理解 力的场景细节

做出推 根据文本中直述和隐含的思想做出推论 教师提示：“基于到目前为止作者已经告诉你

理／解读 和建构意义 的事，你认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作者

文本 在字里行间暗示了什么?”

拓展 将自己的想法与自己的知识、经验、视角， 教师提示：“你所经历的类似情况是怎样帮助

理解 还有其他熟悉的文本，以及周围的世界相 你了解这个人物选择的呢?”“关于这一话题

联系，以拓展对文本的理解 你是怎么将你现在读到的东西与你已经读过

的东西相比较的?”

分析 分析文本，解释不同的元素是如何对明晰 叙述：人物发展、情节发展、情绪、主题；报

文本 文本含义起辅助作用的 告：简介、主体、结论

回应和 对文本中的一些思想和信息做出判断并 将一个文本中的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能够得

评估文 得出结论，引用文本中直述的和隐含的证 出它支持或建议的结论；可以根据文本中直接

本 据来支撑这些观点 的或隐含的信息创建一个人物角色的文档

核心观 识别文本中陈述的观点，通过提问的方式 询问为什么有些特定的人物在故事里没有介

白 以来识别有没有一些遗漏的或其他可能 绍，包括一些在戏剧文本中遗漏的声音；与一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s1．2006：11

善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卜8is]．2006：9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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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提出一些可能的替代性观点 个伙伴，用角色扮演的方式采访一个能够代表

某一遗漏声音的人

文本形 分析各种文本形式，并解释他们的一些特 例如：人物、背景、情节是如何阐明主题的

式 性事如何帮助传达意义的，尤其着重在文 例如：各种元素是如何融合共同来传达信息的

学作品中，如短篇小说，图像文本如商标， 例如：无论评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

和信息文本如电影评论

理解体 文本 识别在一系列文本中各种不同的组织模 一个报告中的比较关系；一本传记中的时间顺

裁和风 模式 式，解释他们如何帮助读者理解文本 序；一种解释中的因果关系

格 文本 识别各种不同的文本特征，解释他们如何 例如：索引、地图、图表、列表、照片、菜单、

特征 帮助读者理解的文本 词汇表、目录帮助读者定位和核实信息

风格 识别各种不同风格的元素，包括语言的选 一系列的短旬可以帮助传达某种意义上的结

元素 择，比喻、拟人、形容词比较级的运用， 局：他没有。他不能。他不会。这个问题终于

以及不同类型、长度和结构的句子，解释 得到解决。该出发了。

他们如何帮助传达意义

阅读熟 自主阅读和理解最常用的词汇 来自共享和导读文本中的词，以及来自学科课

悉的词 程领域中一些常用资源素材中的词

流利地 阅读不 使用不同类型的提示线索来预测词的含 语义(意义)线索、句法(语言结构)线索、

阅读 熟悉的 义，快速解决不熟悉词的问题 字形与音形(语音和图像)线索

词

流利地 富有表现力并充满自信地朗读适当的文 用适当的语调和重音大声朗读一首诗

阅读 本，调整朗读策略与节奏以适应体裁和目

的

元认知 识别他们在阅之前、阅读过程中和阅读之 教师提示：“做准备了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清

后最有帮助的策略，在与老师和同伴的会 单来帮你找到需要从传记中获取的信息吗?”

话中，或在读书笔记中，作为读者解释他 “你是怎么知道你在阅读的时候没理解意思

反思阅 ffinn何使用这些策略以及其他一些策略 的?”“当一个篇章很难理解时你会用什么

读技能 来改善自己 ‘修补’策略?”

和策略 相互联 在与老师和同伴的会话中，或在读书笔记 在阅读相同话题的文本之前观看关于某个话

系的技 中，解释他们的听、说、读、写、观察和 题的电视节目或视频，构建背景知识，介绍特

能 表现的技能是如何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所 定内容的词汇表，提供关于这一话题一种不同

读的 的见解

(--)比较分析

I．两国阅读目标对阅读策略的关注有所差异

我国的语文教育，从古至今都特别强调诵读涵咏，熟读精思，强调熟读勤读为语

文教学的根本之法。正如杜甫所说的：“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经过千百年的实

践经验证明，多读、多写、多积累是一种行之有效的读书策略。因此，我国的阅读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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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比较注重积累和背诵，加之我国历史文化悠久，文学底蕴深厚，阅读目标对语言材

料的积累和背诵优秀诗文等都有专门的规定。如第一学段提出“积累自己喜欢的成语

和格言警句。背诵优秀诗文50篇(段)。课外阅读总量不少于5万字”；第二学段要

求“积累课文中的优美词语、精彩句段，以及在课外阅读和生活中获得的语言材料。

背诵优秀诗文50篇(段)。”第三学段要求“诵读优秀诗文，注意通过语调、韵律、

节奏等体味作品的内容和情感。背诵优秀诗文60篇(段)。"这些积累和背诵主要表

现在对陈述性知识的掌握。而加拿大的阅读目标更为注重学生阅读策略的掌握和反

思，以固定框架的形式将各种阅读策略列举出来，并举出例子以对阅读策略的实施给

予指导。如三年级的“阐述理解”策略的要求是“通过确定重要思想和相关细节来阐

述对各种文本的理解"。对该策略实施给予指导的举例是：“复述文本中的故事，并能

给出特定元素的细节，诸如背景、人物、主题”。再如五年级对“分析文本”的要求

是“能够分析文本，解释不同要素是如何对明晰文本含义起辅助作用的”，对此，教

师提示：“作者用了什么手法使你同情这个人物，这些手法起作用了吗?"‘‘作者是怎

么做到使文章首尾呼应的?”这些正是促进学生在阅读过程中反思阅读策略。

2．我国更为注重情感因素，加拿大更为重视理性因素

在审美观上，我国更为注重阅读过中的体验和感悟，如第一学段要求“诵读儿

歌、儿童诗和浅近的古诗，展开想象，获得初步的情感体验，感受语言的优美”；第

二学段提出“诵读优秀诗文，注意在诵读过程中体验情感，展开想象，领悟诗文大

意"；第三学段要求“阅读诗歌，大体把握诗意，想象诗歌描述的情境，体会作品的

情感。受到优秀作品的感染和激励，向往和追求美好的理想”等，都反映出对文章

的理解，我国强调的是一种多重对话，是一种思想碰撞和心灵的交流过程，突出了

阅读活动重感悟、领悟和体会的主体性特点。而加拿大的阅读课程则致力于发展学

生的知识与技能使学生成为有效地读者。认为一个有效地读者不仅能够掌握文本中

的观点，还能将它们运用到其他文本中。总体来说加拿大强调知识的掌握是一个推

理、判断、分析、综合、评价的过程，突出自主探究的学习方式。可以说，中国善

于从宏观上进行整体把握，而加拿大精于从微观中进行细致分析。中国强调感性分

析，加拿大强调理性分析。

3．相较我国，加拿大更加注重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的培养

加拿大语文课程标准注重学生独立、有个性的发展，其中很重要的一点是，注

重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能力：加拿大的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有大量的关于培养学生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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判性思维的表述，如在阅读部分：“对文本中的一些思想和信息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

引用文本中直述的和隐含的证据来支撑这些观点”，具体策略指导：“将一个文本中的

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能够得出它支持或建议的结论；可以根据文本中直接的或隐含的

信息创建一个人物角色的文档。”都这是在有意识地训练学生的思维能力，尤其是批

判性思维。在阅读中学生不仅要通过对“词语”和“文本”等进行批判性的思考，同

时也要学会评判文本中的结论和证据之间的相关性，证据的充分性，来评价某一主张

的可信度，从而作出自己的判断并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表述超越了单纯的欣赏或理

解，对学生的独立思考和批判性思维能力有很大影响。而我国的阅读目标只提到了“能

对课文中不理解的地方提出质疑”，“在交流中，敢于提出看法，做出自己的判断"，

虽然也有意培养学生的批判精神，但在具体阅读目标中的要求和强化还远远不够。

此外，加拿大的阅读目标比较关注阅读文本的多元化合多样性。包括文学作品

(例如：寓言、童话、民间故事、诗歌、冒险故事、书信、日记)，图像文本(例如：

广告、漫画、海报、图表、表格、地图、图解)和信息文本(包括电子文本、小学

字典、杂志文章)等，其中包含了大量的媒介文本。这一点在我国的阅读目标中比

较欠缺，只在第一学段提出“借助读物中的图画阅读”，我国更关注文字类文本的阅

读，而对于图像和信息文本的重视度还不够。

四、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与内容的比较

书面语言表达能力是反映一个人语文能力的主要标志，也是现代社会中每个人必

须具备的一种最基本的能力。写作是小学生运用祖国语言文字，反映客观现实，表达

思想感情的过程。它能体现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思想认识水平，也是对学生的语言

和思维进行综合训练的重要途径。因此，写作教学在语文教学中具有重大意义。

(一)我国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听说目标与内容的列举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指出：“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

认识世界、认识自我、创造性表述的过程。写作能力是语文素养的综合体现。写作教

学应贴近学生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应引导学生关注现实，热爱生活，

积极向上，表达真情实感。”①因此，我国的课程标准关于写作的总目标是：“能具体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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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能根据需要，运用常见的表达方式

写作，发展书面语言运用能力。”①以下是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写作的学段目标与

内容。如下表：

表10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写作学段目标与内容②

第一学段(卜2年级)写话 第二学段(3—4年级)习作 第三学段(5—6年级)习作

1．对写话有兴趣，留心周 1．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 1．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

围事物，写自己想说的话， 信心。愿意与他人分享习作的快 交流。

写想象中的事物。 乐； 2．养成留心观察周围事物的习惯，

2．在写话中乐于运用阅读 2．观察周围世界，能不拘形式地 有意识地丰富自己的见闻，珍视个

和生活中学到的词语。 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 人的独特感受，积累习作素材。

3．根据表达的需要，学习 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 3．能写简单的记实作文和想象作

使用逗号、句号、问号、感 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 文，内容具体，感情真实。能根据

叹号。 3．能用简短的书信、便条进行交 内容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学写

流。 读书笔记，学写常见应用文。

4．尝试在习作中运用自己平时积 4．修改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

累的语言材料，特别是有新鲜感 交换修改，做到语句通顺，行款正

的词句。 确，书写规范、整洁。根据表达需

5．学习修改习作中有明显错误的 要，正确使用常用的标点符号。

词句。根据表达的需要，正确使 5．习作要有一定速度。课内习作每

用冒号、引号等标点符号。 学年16次左右。

6．课内习作每学年16次左右。

(二)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写作目标与内容的列举

加拿大的语言课程标准对写作的总目标是：“依据写作的目的和对象，产生、搜

集、组织观点和内容；依据写作的目的和对象，选择最合适的信息化、文字、图形和

风格的呈现方式，起草和修改他们的写作；运用编辑、校对、出版的技能和策略，以

及语言表达习惯的知识来修正错误，改进表达方式，并有效地展示他们的作品；反思

并确定自己作为写作者所具备的优势和需要改进的地方，以及找到在写作过程不同阶

段最有效的策略。”⑨在此，列举加拿大语言课程标准中五年级的阅读目标与内容，如

下表：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7页。

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第8、10、12一13页。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l-8[s1．200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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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1 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五年级写作目标与内容列举①

目标表述 具体举例

目的和 确定写作的主题、目的、对象和体裁 写一首关于某一社会问题的一首诗或一首歌，

对象 在全班表演

产生观 形成关于潜在主题的观念，确定哪些是最

念 适合目的的

产生和 调查研 运用各种策略和一系列的印刷和电子资 采访了解话题内情的人；确定和使用图形和多

究 源来收集支持观念的信息 媒体资源；记录资料来源和收集的信息
组织内 将观点 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他们写作的思想和 通过强调或者突出关键词或短语；通过使用形

分类 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 表编辑器，例如网络或排名阶梯
容

组织观 运用多种策略和组织模式，识别并排序主 比如：记笔记、遵循一个写作框架

点 要的观点和支持它的细节，将它们分组到 例如：时间序列、对比、因果关系

单元，可以用来发展成为几个连接的段落

修改 确定他们搜集的这些想法和信息对目的 使用思维导图或时间表与伙伴复习材料

而言是相关的、适合的和充足的，必要时

要做更多的调查研究

体裁 使用各种不同的体裁来写更长、更复杂的 根据调查研究写一个传记小品；写一篇对一本

文本 书、电影和视频游戏的评论

心声 注重调整语言和语调来适应不同的环境 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使用一种严肃的语调，在

或对象，在他们的写作中形成～种恰当的 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使用幽默的语调

情感表达

在写作 词语的 使用一些生动的和／或比喻性的的语言和 一些形容词的比较级；明喻或拟人；副词比较

中运用 选择 创新的表达式来增加读者的兴趣 级：更慢

体裁和 句子的 变换句型和结构，使用连词连接观点，使 例如，门闩不灵活了，男孩努力地开门。最后

风格的 流畅性 用代词连接句子 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把门打开了

知识 核心观 确定他们的观点和其他可能的观点，在适 教师提示：“确定一个不是你自己的观点，并

占 当的时候决定这些观点是否平衡，是否能 且列出将能够支持它的论据。你作品中包含的

支持自己的观点 一些证据有能回答这些论据的吗?”

为修改 依据老师和同龄人的反馈，识别写作中需 教师提示：“你能通过添加适当的形容词更具

做准备 要改善的元素，尤其注意具体特性 体地描述两个名词吗?”

修改 运用各种策略进行修改，来完善他们写作 调整句子的长度和复杂性，以适应对象和目

作品的内容、清晰性和兴趣 的；检查语言是否是包容性的和非歧视性的

形成草 依据确定的标准，基于期望相关的内容、

稿 结构、风格的表达和使用的惯例，产生修

改后的草稿

拼写熟 正确拼写熟悉的单词 例如在课程教学中经常使用的词

悉的单

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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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写不 运用各种策略拼写不熟悉的单词，包括音

熟悉的 形关系、字的结构、词语意思以及拼写的

运用语 单词 一般规律

言表达 词汇量 运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来确定拼写和词语 使用各种主题字典如双语字典或填字游戏字

习惯的 意思或单词选择对目的而言是适合的 典；使用词典找到替代词

知识有 标点符 适当地使用标点符号帮助表达他们的本

效地展 可 意，尤其注意逗号要在复合句“和”或“但

现作品 是”之前加入以连接重要从句；引号后面

直接借要讲的话；逗号和问号的位置以及

引号中话语的感叹号

语法 正确使用词性帮助表达他们的本意，尤其 如：勇气，希望；如：一群鸟；如：更大的，

注意使用：常见的、正经的和抽象的名词 更贵的；如：何时，何地，怎么样；如：更快

集合名词；形容词，包括形容词的比较级； 地，更慢地

助动词；副词修饰动词；副词的比较级

校对 运用同伴和老师的指导来校对和修正写 一个特用于写作任务的编辑检查表

作

出版 在成品中运用一系列有效呈现的适当的 使用清晰的印刷和手写稿；在给公务员的一封

元素，包括印刷、脚本、不同的字体、图 信中使用正式的信件版面

形和版面

作品的 发表一些作品来满足老师基于目标而确

呈现 定的有关内容、结构、风格、惯例、呈现

策略的标准

元认知 识别出写作前、写作过程中和写作后的一 使用三栏式的反思日记来监控写作的流程：发

些有效策略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哪些环 生了什么事?对此我感觉怎么样?从中我学

节是可以改进的 到了什么?

反思写 相关技 在老师的提示下，描述作为写作者，他们 教师提示：“探索不同作者在一个问题上的观

作技能 能 的听、说、读、看和表征的技能对他们写 点是如何帮你准备写作的?”“解释一下你与

和策略 作的帮助 同伴的对话是如何在你写作时帮助你表达自

己的意见的?”

选取代 选择最能体现他们进步和竞争力的作品，并解

表作 释选择的原因

(三)比较分析

1．对写作文体的要求不同

通过比较能够发现中加两国在写作文体方面的要求有所差异。我国的课程标准对

于写作教学的理念就是“自主表达”、“自由表达”和“创造性地表达”。因此在表达

性形式上，我国比较强调“要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和想象”，可见，我

国在有意识地淡化文体，鼓励学生写记实作文和想象作文，这也是意在摆脱繁琐的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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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知识对学生写作活动的束缚，给学生一个更为宽广的写作空间。相比之下，加拿大

则比较注重培养学生写作的文体意识，在不同年级都有写作的体裁要求，如五年级要

求“写一篇对一本书、一部电影或视某个频游戏的评论”，“写一篇说明文，使用图片、

标题和笔记，解释人类器官系统具有怎样的功能"。从这些具体写作要求中可以看出

加拿大的写作内容都比较贴近学生生活，实用性比较强。加拿大从小学一年级开始就

有意识地慢慢培养学生在写作方面的能力，在低年级要求学生使用一些简单的形式写

一些简短的文章，如一年级能够“为班级写一个海报”，二年级能够“描述自己最喜

爱的一道菜的制作过程”，“写一段话描述某个动物的物理特征"。虽然加拿大对文体

的要求比较早，但也反映出加拿大的写作标准旨在帮助学生掌握不同类型文章的写

作，为学生日后在社会生活中的写作实际应用打好基础。

2．对写作目的的侧重点不同

虽然中加的写作目的都是为了表达与交流，但我国小学语文的写作标准更侧重

“自我表达与交流”。课程标准里关于写作的基本理念是“写作是运用书面语言进行

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创造性表述的过程”。总目标

提出“能具体明确、文从字顺地表述自己的见闻、体验和想法”，学段目标也相应的

提出“写自己想说的话，写想像中的事物”、“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见闻、感受

和想象，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楚”。这些都体

现了在我国的小学语文教学中，写作更重要的是一种自我表达与交流的需要，是一种

兴趣的培养，是一种语言能力的发展。而加拿大小学语文的写作标准更侧重“与外界

进行交流”，其写作标准要求要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进行写作，“写作，给学生提供

了强大的机会去了解他们自己和联系整个世界，写作能够促进学生组织观点、记忆重

要信息、解决问题、开阔视野，学会如何根据不同的目的和对象进行有效交流。写作

帮助学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想法、感受以及他们生活中的事件。”①如加拿大三年级要

求写“为参与一个小组项目而做的标有关键字的标签地图”，四年级要求“完成一个

滑轮和齿轮的实验说明”，因此可以看出，加拿大强调的写作更具有专业性和实用性，

强调写作的目的性和对象性。

3。对作品发行的重视程度不一

强调作品的发行也是加拿大小学写作的一大特点，在其写作标准具作品发行时需

要运用到的一系列呈现要素，包括印刷、脚本、字体、图形和版面等。这些都体现了

。Literacy for Learning：The Report ofthe Expert Panel on Literacy in Grades 4 to 6 in Ontario，2004：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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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对写作要求的规范性和标准化。提倡和鼓励学生发行自己的作品，也是为了保

护学生的写作成果和自信心。相比之下，我国几乎没有作品发行的相关规定，只在第

二学段涉及相关要求即“愿意与他人分享习作的快乐”。可见，中加两国对学生作品

发行的重视程度存在较大的差异。

4．对写作兴趣的关注有所不同

我国关于写作的目标，第一学段的定位是“写话"，第二学段开始“习作"，直到

第四学段才称为“写作”。我国课程标准对此的解释是：“这是为了降低学生写作起始

阶段的难度，重在培养学生写作的兴趣和自信心。”①从我国写作目标的表述中也可发

现，我国尤为重视学生的写作兴趣，在每个学段都提出了对学生写作兴趣的关注，如

第一学段的“对写话有兴趣”，．第二学段的“乐于书面表达，增强习作的自信心”，第

三学段的“懂得写作是为了自我表达和与人交流"。我国的写作标准认为只有儿童喜

欢写，才能写得好；只有乐于表达，才能表达好。而加拿大的写作目标更为关注写作

策略的学习和指导，并没有过多的强调写作兴趣。但从加拿大具体写作目标中可以发

现，加拿大要求学生写作的内容非常丰富，如三年级要求写一篇“解释杠杆能让工作

变容易的说明书”，二年级写一个“班级消防演习顺序的通知”这些写作内容都来源

于生活的实践的性和对象性并且与学生密切相关，有明确的写作目的和对象，而且在

写作前都需要学生进行一定的生活实践和社会调查，这必然会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

因此，可以看出只有将写作置身于学生的生活实际才是激发兴趣最好的推动力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加拿大的写作标准完全是按照培养一个真正的“写作者”

(writer)的目标设计的。如关于“产生和组织内容”的目标框架：产生观念——调

查研究——对观念进行分类——组织观点——修改观点，这些具有逻辑顺序的要素都

是一个写作者在起草文章之间要做的每一项准备。同时，加拿大的写作标准不仅提供

了丰富的写作过程中需要掌握的策略，在写作过程的各阶段都提供了可参考的策略，

还重视学生在写作之前、写作过程中、写作之后的自我反思，便于学生自我总结，形

成自己的知识结构，为以后的写作生涯打下坚实的基础。在一点上值得我国的借鉴和

学习。

：中华人民共和崮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Z011年版!S』，北京：北京帅沱大字出版社，。2012年，

第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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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反思与借鉴

69

从听、说、读、写四个学习领域的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加拿大的课程目标比较

多的强调学习策略，每个学习领率粗细策略的呈现都比较细致具体，重视学生各个学

习领域学习策略的习得和反思，并且关注不同领域学习策略的迁移和融合，从内容丰

富的课程目标表述中可以发现，加拿大对学习策略的要求比较系统化，并且同一种学

习策略在不同年级的表述很有层次性，相比我国的课程目标，在学习策略方面的要求

比较散乱，没有形成完整的策略体系，列举的不够全面，也没有具体的策略指导，更

多的要依靠教师的领悟，．因此课程目标的操作作性不强。究竟要让我国的学生学习什

么样学习策略，又如何踏踏实实地掌握这些策略是值得我国语文教育反思的，也需要

我国课程标准在完善改进中需要慎重考虑的。

此外，加拿大在“媒介素养”这一学习领域已经形成了比较完善的课程体系，

并将媒介因素渗透到听、说、读、写各个领域，使传统听、说、读、写的学习领域扩

展到视听领域，在这方面我国语文课程标准比较欠缺的。但就目前情况来讲，我国对

“媒介素养"的理论研究以及课程开发还很薄弱，仍需不断加强。必须承认，我国与

加拿大这一发达国家的教育水平还有很大差距，需要不断的努力、学习和发展。

我国的课程目标是从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设计，

三者相互渗透，融为一体，使整个目标的设计显得比较完整、全面。而加拿大并没有

一个这样明确的维度设计，在课程比标准中只是强调了学生要达到的“知识与技能"，

但要达成这些知识与技能必须掌握昕、说、读、写的技巧和策略，理解有效地听话、

说话、阅读、写作的过程。这实际上也是对过程和方法的要求。在这一点上，本人认

为，加拿大在过程与方法上的要求比我国更具体、可行。加拿大强调文本类型、语言

结构知识、阅读策略和词汇辨别策略以及写作技巧和策略，注重阅读与交流目的的达

成；重视技术和信息资源的利用和资料的收集综合各种信息，激发想法和问题意识，

培养研究的精神和兴趣，从而创造新知识，并与他人交流，而不是强调背诵和记忆；

培养学生成为有知识、有反思能力、有创造力、有批判精神的成员参与社会生活二在

从总期望中可以看到，每个学习领域，课程标准都期望学生能够反思并确定自己作为

倾听者、讲话者、读者、写作者或者媒介的解读者、创造者自身所具备的优势以及需

要改进的地方， 找到在口语交际、阅读、写作、理解和创造媒介情景中最有帮助的

策略。可以说加拿大所强调的过程与方法更具体，更科学，呈现出完整的体系。0j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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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随着教学理念和方式的转变，现在在我国的小学课堂，教师

也比较注重过程方法的指导，关注学生课堂的体验、感悟，但国而我国课标中强调的

过程与方法仍然比较笼统，与拿大相比还是远远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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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中加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课程评价的比较

一、我国小学母语课标中的评价建议

7l

我国语文课程标准中的“评价建议”由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阐述了课程评价的

遵循的基本原则，第二部分从五个学习领域分别提出了评价的具体建议。

(一)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评价的总体理念

我国语文课标在“评价建议”中首先明确了评价的目的，指出：“语文课程评价

的根本目的是为了促进学生学习，改善教师教学。语文课程评价应准确反映学生的学

习水平和学习状况，全面落实语文课程目标。"∞因此语文课程评价应遵循以下理念：

1．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评价的多种功能

本次语文课标倡导应充分发挥语文课程评价的多重功能，改变以往过于重视甄别

和选拔的状况，兼顾评价的鉴定、诊断、反馈、调节、激励等功能，尤其突出其诊断、

反馈、激励的功能。通过发挥多重评价功能，全面地考察学生课程目标达成的程度，

检验并改进学生的学习，同时也促进教师进行教学反思，从而不断地改善课程设计，

优化教学过程。

2．恰当运用多种评价方式

在评价方式方面，我国语文课程标准要求必须改变单一的评价方式，倡导评价方

式的多元化和综合性运用，尤其注重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定量评价与定

性评价相结合。课程评价建议教师要积极关注、悉心观察和记录学生语文学习的各方

面表现，对学生多采用鼓励、表扬等赏识性的评价方式以及激励性的评语反馈，以追

求给学生积极的正面引导。同时，语文课标还着重强调了一点：“各种评价方法都有

其一定的适应性，在评价的客观性和深刻性上也各有差别，因此，评价设计要注重可

行性和有效性，力戒繁琐，防止片面追求形式。”②

3．注重评价主体的多元与互动

评价功能、方式的多元化自然也要求评价主体的多元化。我国语文课程标准倡导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26页。

窖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擎出版社，2012年，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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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将教师的评价、学生的自我评价及学生之间的相互评价相结合，加强学生的自我

评价和相互评价”，①教师要对评价予以充分的理解和尊重，并且尊重学生的个体差异，

使学生不再处于评价的被动状态，而成为了积极参与课程评价的主体。这将有利于学

生进行语文学习的自我反思，促进他们更加主动地学习。此外，课程标准期望可以争

取社会对学生语文学习的关注和支持，包括家长、社区、专业人员等也参与到学生评

价活动中。

4．突出语文课程评价的整体性和综合性

我国语文课标在课程基本理念中就提到要全面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这必然要求

课程评价也应体现课程目标的整体性和综合性特征。课程标准提出应注重五个学习领

域课程评价的有机结合，兼顾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综合评

价，全面考察学生语文素养，尤其要避免过去仅从知识与仅能方面对学生的单一评价。

(二)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课程评价的具体建议

具体评价建议中针对五个学习领域，分别给教师提供了一定的评价范围、侧重点

和大致的方向，强调了评价要关注不同学段的特点，并分学段提出了具体的评价建议。

以下主要列举口语交际、阅读、写作三个学习领域的评价建议。

1．口语交际评价

我国语文课标对于口语交际的评价更为关注学生口语交际的参与意识、情感态度

和表达能力，鼓励学生自信地表达。同时还提出了考察口语交际水平的基本项目，为

日常评价确定了基本内容。下表列举了不同学段关于口语交际的评价内容。

表13 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口语交际的评价

总体评价内容 具体评价内容

参与意识、情意态度和表达的综合能力，对口语交 第一学段 学生口语交际的态度与习惯，鼓

际的认识和表达沟通的水平
励学生自信地表达

考察口语交际水平的基本项目：讲述、应对、复述、 第二学段 学生日常口语交际的基本能力，

转述、即席讲话、主题演讲、问题讨论等 第三学段 学会倾听、表达与交流

2．阅读评价

阅读能力具有很强的综合性，因此对阅读的评价也应是综合性的考察。我国语文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制定，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U11年版[s]，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

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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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标对阅读的评价重点关注于考察学生在阅读过程中的感受、体验和理解，阅读兴趣

与价值取向，阅读方法与习惯，阅读面和阅读量，以及选择阅读材料的能力。课标中

对朗读、诵读、默读、精读、略读、浏览、文学作品阅读、古代诗词和浅易文言文阅

读、课外阅读的等多种阅读方法技巧和阅读对象的评价侧重点都做了比较具体的说

明，并且要求不同学段要根据学段目标，在评价内容上有所重，视评价的多角度性和

创意性。下表列举了不同学段关于阅读的评价内容。

表14 我国小学语文课程标准中关于阅读的评价内容

73

总体评价内容 具体评价内容

朗读 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 朗读 从语音、语调和语气等方面进行综合考察

地朗读课文 有感情地 要以对内容的理解与把握为基础，要防止矫情做作

朗读

诵读 提高诵读兴趣，增加积累，发展 在不同学段，可在诵读材料的内容、范围、数量、

篇幅、类型等方面逐渐增加难度
预语感，加深体验和领悟

默读 默读的方法、速度、效果、习惯

精读 对阅读材料的综合理解能力，情 第一学段 对文章内容初步感知，对文中重要词句理解、积累

感体验和创造性的理解 第二学段 通过重要词句帮助理解文章，体会其表情达意的作

用，对文章大意的把握

第三学段 对文章表达顺序和基本表达方法的了解领悟

略读 能否把握阅读材料的大意

浏览 能否从阅读材料中捕捉有用信息

文学作品 感受形象、体验情感、品味语言 第一学段 通过朗读和想象等手段，大体感受作品的情境、节

阅读 的水平 奏和韵味

第二学段 在阅读全文基础上对重要段落和语句的细致阅读，

具体感受作品的形象和语言

第三学段 对形象、情感、语言的领悟程度，自己的体验，初

步鉴赏文学作品的水平

阅读古代 记诵积累，能否凭借注释和工具

书理解诗文大意
诗词和浅

易文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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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外阅读 通过小组和班级交流、学习成果

展示等方式，了解学生的阅读量

和阅读面，进而考察其阅读的兴

趣、习惯、品位、方法和能力

3．写作评价

写作是语文综合素质的体现。“写作的评价，不是简单的对遣词造句谋篇布的技

术性评价，而是促进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促进学生全面协调发展的评价。”∞因此我

国语文课标更为注重写作兴趣、真情实感，关注写作过程以及写作态度等方面的评价，

提倡要根据学段目标j突出不同学段的评价重点，综合考察学生写作水平。应选择恰

当的评价方式，激励学生的发展。

表15 我国语文课标中关于写作的评价

学段评价内容 具体写作环节的评价内容

第一 学生的写话兴趣 写作材料 占有材料的丰富性、真实性，获取材料的方法

学段 准备过程

第二 鼓励学生大胆习作 作文修改 对作文内容、文字表达的修改，修改作文的态度、

学段 过程和方法

第三 通过多种评价，促进学生具体明 结果的呈 书面的，El头的，等级表示，评语表示，展示、交

学段 确、文从字顺地表达自己的见 现方式 流等多种方式

闻、体验和想法

二、加拿大小学母语课程标准中的评价建议

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对认为，为了确保评价、评估和报告是有效并可靠的，提高

所有学生的学习，教师的教学实践和教育过程应当是：对于所有学生都是是公正、透明

和公平的；支持所有的学生；精心策划的相关课程的期望和学习目标，尽可能多的考虑

到所有学生的兴趣、学习风格和偏好、需求和经验；在学期或课程的开始，或其他适当

的时间，要与学生和家长沟通清楚；学生提供多种及机会让他们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学

习成果；不断给学生提供描述性的反馈，这些反馈必须是明确的、具体的、有意义，并

且能够及时帮助学生改进学习和成绩；培养学生的自我评价能力，使他们能够评估自己

的学习，设定特定的目标，规划自己下一步的学习。②

①温儒敏巢宗祺主编，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年版)解读【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第203
页。

⋯ 。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Is]．2006：1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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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的语言课标指出：评价和评估最主要的目的是促进学生的学习。通过评价

收集的信息可以帮助教师了解学生的课程目标达成情况，哪些掌握得比较好，哪些还

须加强。而这些信息也服务于教师，一方面指导教师根据学生的需求对课程和教学的

方法作出适当的调整，另一方面辅助教师评估教学计划和课堂教学实践的整体效果。

评价过程是一个从不同的来源(如作业、谈话或会议、日常观察、展示、表演、课题

和测验等)收集信息，准确反映学生是否达到了课程要求的过程。而作为评估的一部

分，教师要给学生提供可描述性的反馈来指导学生从哪些方向努力改进。

为了保证评价与评估的信度和效度，更好地指导学生改进学习，加拿大的语言课

标给教师提供了以下策略：①

毫解决学生学习什么和如何学习得好这两个问题；

掌必须以知识和技能的种类以及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成绩水平为基础；

木本质上不同，管理超过一段时间，以及应该为学生提供展示他们学习全部

范围的机会：

木适当的学习活动使用，学习的目的，以及学生的需求和体验；

木公平对待所有学生；

宰满足学生的特殊教育需求，符合他们的个人教育计划中所强调内容的略；

木适应那些正在学习教学语言的学生的需求；

木确保每个学生都有明确的改进方向；

丰提高学生评估自己的学习能力和设定具体目标的能力；

卑包括提供他们的成绩凭证的学生工作样本的使用；

木要在学年的最初与家长和学生进行清楚的沟通，以及贯通于整个学年的其

他方面。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初级学校里，1-6年级使用“字母等级制”(a letter grade)

的方式进行评估，7-8年级使用的是“百分制”(percentage)来评估成绩。评价和评

估是以省课程标准的目标期望和学业成绩等级为基础的。而为了评价和评估的有效性

和可靠性，更好地指导学生改进学习，课程标准给还给教师提出了若干评估和评价的

策略与原则。

在加拿大的语言课标准中附录了一份“学生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详见下表：

。Ministry ofEducation．The Ontario Curriculum：Language Grades 1-8[s]．2006：15-16



76 扬州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表16 加拿大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

Categories类别 Level 1 Level 2 Level 3 Level 4

l级 2级 3级 4级

知识和理解——习得每一个年级学科的具体知识(知识)；理解它的含义和意义(理解)

学生：

了解学科知识内容(如：文 表述有限的知识内 表述较多的知识 表述大量的知 表述全面的知识内容

本的形式；与阅读、写作、 容 内容 识内容

说话和听话相关的策略；风

格的元素：术语；语言习惯

理解学科知识内容(如：概 对知识内容表述有 对知识内容表述 对知识内容表 对知识内容表述全面

念；理念；观点；事实、观 限的理解 一定的理解 述相当的理解 的理解

念、概念和主题之间的关

系)

思维——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能力及思维过程的运用

运用计划技能(如：形成观 有限效度地运用计 一定效度地运用 相当效度地运 高效地运用计划技能

点，收集资料，集中调查， 划技能 计划技能 用计划技能

组织信息)

运用处理技能(进行推断， 有限效度地运用处 一定效度地运用 相当效度地运 高效地运用处理技能

解释，分析，发现偏差，整 理技能 处理技能 用处理技能

合，评估，形成结论)

运用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有限效度地运用批 一定效度地运用 相当效度地运 高效地运用批判性和

过程(如：阅读过程，写作 判性和创造性思维 批判性和创造性 用批判性和创 创造性思维过程

过程，口头演说，做调查， 过程 思维过程 造性思维过程

批判性或创造性地分析，批

判素养，元认知，发明)

交流——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达意思

学生：

用口头、视觉、书面以及媒 有限效度地表达观 一定效度地表达 相当效度地表 高效地表达观点和组

介的形式表达观点和组织 点和组织信息 观点和组织信息 达观点和组织 织信息

信息(如：清楚地表达，有 信息

逻辑地组织内容)

用口头、视觉、书面以及媒 有限效度地与不同 一定效度地与不 相当效度地与 高效地与不同对象进

介的形式，根据不同的对象 对象进行不同目地 同对象进行不同 不同对象进行 行不同目地交流

和目的进行交流(如：使用 交流 目地交流 不同目地交流

适当的风格，声调，核心观 卫理

点，语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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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口头、视觉、书面以及媒 有限效度地使用语 一定效度地使用 相当效度地使 高效地使用语言常

介的形式，按照规则使用语 言常识、词汇和术 语言常识、词汇和 用语言常识、词 识、词汇和术语

言常识(如：语法，拼写， 语 术语 汇和术语

标点符号，习语)，词汇和

术语

应用——运用知识和技能在文本之中以及不同的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学生：

在相似的情境中应用知识 有限效度地在相似 一定效度地在相 相当效度地在 高效地在相似的情境

和技能(如：概念，策略和 的情境中应用知识 似的情境中应用 相似的情境中 中应用知识和技能

过程) 和技能 知识和技能 应用知识和技

能

将知识和技能(如：概念， 有限效度地将知识 一定效度地将知 相当效度地将 高效地将知识和技能

策略和过程)迁移到新的情 和技能迁移到新的 识和技能迁移到 知识和技能迁 迁移到新的情境中

境中 情境中 新的情境中 移到新的情境

由

在文本之中以及不同的文 有限效度地在文本 一定效度地在文 相当效度地在 高效地在文本之中以

本之间建立联系(如：文本 之中以及不同的文 本之中以及不同 文本之中以及 及不同的文本之间建

与个人的知识技能之间，与 本之间建立联系 的文本之间建立 不同的文本之 立联系

其他文本之间，与校外环境 联系 间建立联系

之间；规则之间)

通过图表可以看出课程目标中所要求掌握的知识技能被分为四类：知识和理解、

思维、交流、应用。这四种又分出子类目并加以描述，每一种子知识技能有卜4级四

个等级水平，其中4级为最高水平。四个水平分别反映了学生不同的达标程度：3级

(Level 3)为省级学业成就标准，“达到3级水平学生的父母对学生准备进入更高一级

年级学习将抱有信心”。l级(Level 1)和2级(Level 2)表示都未达到省级标准，1级

表示远低于省级标准，成绩达到1级的学生，离省级水平差距较大，但仍然反映了及

格(passing grade)水平。2级表示学业成就水平接近省级标准。4级(Level 4)表示成

绩水平超过了省级标准。

在这个表格中，评价1—4级学业成就达成程度，或称为效度(effectiveness)，分

别使用了不同水平的限定词(qualifiers)，其中1级是用“有限”(1imited)来表述的，

2级是用“一些或较多”(some)表述的，3级是用“大量”(considerable)表述的，4

级是用“高水平“(high degree)或”全面”(thorough)来表述的。

这个学业成就等级表用来判断学生达到了目标期望的哪个等级，建议教师要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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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机会，通过评价知识与技能的四个方面策略，去帮助学生，使他们

能够全面、充分地展示自己的学业成就以及课程目标的达成情况。

三、比较分析

我国语文课标“评价建议”的总理念中强调了评价的作用，明确说明了评价目的、

评价方式、评价主体和评价内容。其中评价的根本目的是为了要促进学生学习，改善

教师的教学；评价的方式倡导多样与灵活相结合；评价的主体强调多元与互动；评价

的内容要注重整体性与综合性。从整体上看，中国在课程标准中单独设立了“评价建

议’’板块，先是对提出了评价的总体原则，然后分五个方面分别提出了评价的具体建

议。如关于阅读的评价，能用普通话正确、流利、有感情地朗读课文，是朗读评价的

总要求。之后分别阐述诵读的评价、默读的评价、精读的评价、略读的评价、浏览的

评价、文学作品阅读的评价以及课外阅读评价的注意事项和评价原则。让教师在实际

教学中有所侧重和把握。当然，评价建议只是对教师的一种建议，并非一种硬性统一

的规定，所以教师在实际教学评价中还是有一定自主空间的。而加拿大评价仅仅论述

了总的评价原则和策略，给教师提供一个评价的大方向，但对于不同领域的具体评价

办法并没有细致列出和统一要求，这也是由于加拿大是多元民族大融合的国家，需要

给教师更多的自主空间，根据教学实际和学生的不同特点来组织评价。加拿大语文课

程标准中重点介绍了学生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虽然没有统一的评价要求，但这个评

估表是统一规定的。可以说，加拿大的评价过程是自主多元的，但对学生最终的评价

结果是有要求限定的，图表的四个水平反映了学生在不同技能目标上的达成程度。虽

然四个程度水平的界定也比较含糊，但有这样一个统一的评估表也可以帮助教师有方

向地组织和实施各种评价策略和方式。

两国都强调要运用多种评价方式，使各种评价方法具有一定适应性。中国的课程

标准指出：“评价方法除了纸笔测试以外，还有平时的行为观察与记录、问卷调查、

面谈讨论等各种方法”，以及强调终结性评价与形成性评价，定性评价和定量评级的

有机结合。加拿大的课程标准也阐述了评价过程是一个从不同的来源(如作业、谈话

或会议、Ft常观察、展示、表演、课题和测验等)收集信息，准确反映学生是否达到

了课程要求的过程。这都体现了两国在评价方式理念上的趋同。由于我国过去的评价

方式一直是以考试分数定高低，评价方式死板，缺乏人性化，虽然现在的课程但在实

际教学中逐渐提倡评价方式的多元化，以及按照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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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的三维目标进行评价，但以考试分数定结果的现象还是比较严重的，三维目标

更偏重于知识与技能的考察。因此想要真正实现课程标准中的评价目标仍有很长一段

距离。

加拿大的语文学习成绩评估表中，将期望学生达到的知识与技能分为四种策略和

标准：知识和理解、思维、交流、应用。并且强调这四种策略标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

也反映了学习的完整性和互联性。其中“知识和理解”是要求习得每一个年级学科的

具体知识，以及理解它的含义和意义；“思维”是要求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能力及

思维过程的运用；“交流”是要求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达意思；“应用”是要求运用

知识和技能在文本之中以及不同的文本之间建立联系。这四个维度与我国三维目标的

表述比较相似，但加拿大的在这四个维度的目标之下又分别列出了子目标，并且对各

项具体技能的运用效力分出了等级水平，帮助教师将他们的评估和评价集中于策略标

准所要求的每项技能，也使学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需要在哪些方面被评价和评估，以

更好的改进自己的学习。

四、反思与借鉴

通过两国课程标准的评价领域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我国的评价建议虽然阐述

得比较细致，评价范围表述得很全面，但基本上只是对教师实施评价的一种思想理念

上的指导，太过模糊和笼统。缺乏一个量化的评价准则。而加拿大在课程评价不仅与

课程目标部分具有很好的衔接性和对应性，尤其突出的是“语言学习成绩评估表”，

他将要求学生达到的知识与技能分类并设定四个等级水平，这样就使评估比较量化，

可操作性较强。将期望学生达到的知识与技能分为四种策略和标准：知识和理解、思

维、交流、应用。并且强调这四种策略标准之间是相互联系的，也反映了学习的完整

性和互联性。其中“知识和理解”是要求习得每一个年级学科的具体知识，以及理解

它的含义和意义；“思维”是要求批判性和创造性的思考能力及思维过程的运用；“交

流”是要求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传达意思；“应用"是要求运用知识和技能在文本之

中以及不同的文本之间建立联系。

这四个维度与我国三维目标的表述比较相似，但加拿大的在这四个维度的目标之

下又分别列出了子目标，并且对各项具体技能的运用效力分出了等级水平，帮助教师

将他们的评估和评价集中于策略标准所要求的每项技能，也使学生更清楚地了解自己

需要在哪些方面被评价和评估，以更好的改进自己的学习。这样的一份“语言学习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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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表”看似简单，却反映出加拿大评价体系的成熟性和全面性。课程目标的改革相应

的也要求课程评价的发展，因此，只有具体可操作的评价标准才能更好地检验课程目

标的达成，所以，在评价这一块我国的课程标准还需进一步量化。可以根据不同的省

或地区制定具有适应性的评价标准或评价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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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一、重视母语课程的独特价值，将母语课程设置于核心地位

8l

加拿大的语言课标的最终目的是帮助每一个学生都成为“成功地语言学习者"，

直白地说，成功的语言学习者就意味着能够熟练地掌握自己的母语语言文字，既掌握

语言知识又能熟练应用语言。在中国，对母语教育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够，对母语的学

习经常存在一些误区，人们会觉得作为中国人，汉语不需要怎么学自然而然的就能会。

反之英语的学习却受到高度的重视，因为英语是当今的国际语言，很多孩子从小就把

被送到双语幼儿园，长大后送到国外留学。所以很多孩子也许掌握了一口流利的英语，

但对对汉语言文字的运用能力却很薄弱。在全球化背景下，当今世界各国都深刻认识

到了母语课程在传承民族文化、培养优秀人才、推动社会发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因

此，中国母语教育也应该珍视母语课程的独特价值，应注意处理好母语课程与其他学

科课程尤其是英语课程的关系，做到合理设置、和谐实施，充分发挥母语课程的育人

功能。

二、坚守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积极吸纳世界多元文化

在多元文化的社会格局下，各国的母语课程在文化的选择、传递、创新等方面都

面临着诸多困惑和冲突。而在多元文化充斥教育的时代，母语教育在吸纳多元文化的

同时，必须坚守中华民族文化的根基，将民族立场与国际视野相结合。中国的母语课

程也应当引导学生在认识和体会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博大

精深，树立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同时也要尊重世界各国、各民族的多元文化，借鉴

吸收这些文化精华。中国语文课程的文化取向应该是：立足传统文化，关注现实文化

生活；立足于中华文化，放眼世界多元文化。

三、重视知识的积累和策略的掌握、强调“可持续性”学习

母语课程离不开基础知识的传授，深厚的知识积累能够为学生的母语学习打下坚

实的根基。加拿大母语课程坚持“授之以渔”的教育理念，在注重知识积累的基础上，

引导学生掌握母语课程学习的相关技能和策略，并在课程标准中较详细的罗列出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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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掌握的技能和策略。中国的母语课程在学习策略方面已经有所探究，开始鼓励学

生采用适合自我的个性化学习方法，在课程目标上设定和实际教学中注重“过程和方

法"。但在如何真正引导学生“可持续学习”、“终身学习"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努力。

四、倡导学生独特个性的培养，关注学生思维能力的发展

学生都是鲜活的生命个体，每个人都具有独特的个性。忽视学生个性，只能导致

人才培养的单一化。加拿大的母语课程就非常积极倡导学生尊重和理解异质文化，引

导学生运用对语言内容、形式和风格的理解，对多种文本进行批判性解读。“批判性，，

和“创造性"可以说是当今外国母语教育中普遍强调的关键词，倡导在批判中创新，

通过创新提高学生的母语综合运用能力。在从语文课表中可以看到，中国母语课程改

革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也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在写作教学中鼓励学生自主写作、自

由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在阅读教学中，鼓励学生根据个人的理解对文本进行多元化

的解读。但如何通过整合母语课程各领域的学习内容，真正发挥母语课程创新人才培

养的功能，还需要中国母语教育的继续研究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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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加拿大小学语言课程标准(五年级)
(注：由于课标的篇幅较长，在此只附录了五年级的具体课程目标，以下内容是本人

根据加拿大的课标原文翻译过来的，由于翻译水平有限，该文本的翻译存在许多不足，

请见谅。该课程成标准的原文可从加拿大安大略省教育部网站中浏览、下载，具体网

址是：http：／／www．edu．gov．on,ca／eng／curriculum／elementary／language．html)

五年级口语交际的具体目标

1、听话，理解意思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目的1．1在各种不同的情境中，正式的和非正式的，确定一系列听话的目的，并设立有关具

体听话任务的目标(例如，通过教师有声思维的示范，理解学习的策略；对于某个问题的评论做出

回应；能够在一些交谈、讨论、集会中关于某个主题与同伴相互分享信息和交流观点；熟悉并能

欣赏不同类型诗歌的声音)

主动听话策略1．2通过适应主动听话策略来理解适当的听话行为，以适应各种不同的情境，

包括小组活动(例如， 在做出反应前问些问题来阐明自己的理解；在他人观点的基础上确认并建

立自己的观点；总结和建设性地回应他人的观点；能在谈话中使用一些简短的声音提示以传达自

己的赞同或兴趣：是的，请再说一遍，告诉我更多)

理鲢筮略1．3识别各种不同的听话理解策略，为了能够理解和澄清口头文本中的含义，在听

话的之前、听话过程中和听话之后适当的运用这些策略(例如， 要通过询问一些有关事实、推断

和价值判断的问题，以帮助集中注意力阐明对某个口头文本主题大意的理解；总结和综合观点，

以加深对某个口头文本的理解；运用自我提问以及预测一些在听话的过程中可能被询问的监控理

解的问题)

阐述理解1．4通过总结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引用一些有支撑力的细节，阐述对口头文本中的一

些信息和观点的理解(例如，在小组中总结一个最喜欢的电视节目中的一个情节，总结一本书的

观点并在全班大声地读出来)

做出推论／解读文本1．5对口头文本中使用的一些作为证据的直述或隐含的观点做出推论和

判断(例如，问些问题来生成一些对口头文本的推断：如果⋯将会发生什么?我想知道⋯⋯意思

是?)

拓壁理鲢1．6将他们的想法与自己的知识、经验、见解，还有其他文本，包括印刷版和视觉

文本，以及周围的世界相联系，以拓展对口头文本的理解(例如，就同一个话题，要将口头陈述

的内容与书籍、文章、电视节目或视频相关联；讨论有关某一口头文本主题的问题；使用角色扮

演和戏剧表演的形式去探索口头文本中的观点、情感或出现的问题)

分析文本1．7分析口头文本，解释一些特定的元素是如何对明晰文本含义起辅助作用的(例

如，思想和信息，词语的选择、声调、信息传递速度、身体语言)

教师提示：“从讲话者的语调中传递出来的讯息与他或她实际的语言有什么不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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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1．8识别口头文本中陈述的核心观点，通过提问的方式以来识别有没有一些遗漏的

或其他可能的观点(例如，运用戏剧或角色扮演的方式来探索次要人物在剧本中的观点；要对在某

一问题上表达了另一种观点的讲话者作出回应；问不同的人对某个话题所持的观点)

教师提示：“如果想表达一种不同的观点，那这个文本的内容将如何改变呢?”“如果想反映

一种不同的思想，那这个作者使用的语言需要如何改变呢?”“关于这个话题你认还有什么其他的

观点应该被发掘的呢?“”这个文本公平吗?”

盘姿筮喳1．9识别在口头文本中使用的各种表达策略，分析它们对听众的影响(例如，使用

情绪化的语言，片面的争论，或者是夸张的要求)

教师提示：“你认为为什么这个发言人要如此频繁地重复这句话呢?”

2、说话，．进行交流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目的2．1识别各种不同的讲话目的(例如，在讨论和对话小组中证明自己的观点和思想；在

小组中提出问题或者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案；与小组分享关于某个主题的信息或观点；分享数据；

娱乐；在社交场合中的相互影响；在团队中做出有意义的贡献和建设性的工作)

交互策略2．2展示对不同情境中适当讲话行为的理解，包括配对共享、对话和小组或大组讨

论(例如，在做出反应前要先问些问题来阐明自己的理解；通过个人与他人的经验相联系来回应小

组成员的评论；当其他组的成员表达他们观点的时候，要对他们的背景和经验有所意识并保持敏

感)

清晰性和一致性2．3用表达清楚、一致的方式进行口头交流，以一种容易理解的形式表达观

念、思想和信息(比如，要提出一种观点，这个观点要有一个明确的目的，逐条的展开以及相关有

支撑力的细节)

适当的语言2．4在词汇的全部范围里使用适当的单词和短语，包括包容性的和非歧视性的语

言，运用适用于目的的修辞手法，交流中要准确地表达意思并且让他们的听众感兴趣(例如：运用

使人产生联想的画面、个人轶事、语录、源自学科课程领域的词汇，以及适当的技术术语来取得

特定的效果)

声音技巧和策略2．5识别一些人声效果，包括音调、节奏、语调、音量，和各种各样的声音

效应，适当地运用它们，同时对文化差异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以帮助传达意思(例如，根据上下文

使用正式的或非正式的语钳

非语言暗示2．6识别各种不同的非语言暗示，包括面部表情、手势、眼神交流， 在Iz／语交

际中适当地运用它们，同时对文化差异保持一定的敏感度，以帮助传达意思(例如：在讨论中要适

当地运用面部表情表明自己是赞同或是困惑)

视觉辅助2．7适当地使用各种不同的视觉辅且h_v-具(例如，海报、图表、地图、地球仪，电

脑生成的组织者)来支持或加强口头表述(例如，使用魔法部正版软件创建一个文氏图来比较两个

不同的传记)

3、反思口语交际中的技巧和策略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元认知3．1在与老师和同伴的谈话中，识别他们在听说之前、听说过程中和听说之后最有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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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的策略，以及提高他们的口语沟通技能的方法

教师提示：“你如何确保在讨论中你正确理解了别人说的话?”“你如何判断何时说话，何时

听话?”

担至鐾茎丝垫丝3．2在与老师和同伴的谈话中，识别他们作为观众、表演者、读者和写作者

的技能是如何帮助他们提高口语交际能力的

教师提示：“作为一个作家， 有什么是让你学以致用使你的口头表达更让人印象深刻的?”

“作为一个读者，你是如何看待你的经验与你听话理解能力之间的联系的呢?

五年级阅读的具体目标

1、阅读，理解意思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釜搓盟塞查1．1阅读多种不同文化的文本，。包括文学作品(例如：短篇小说、诗歌、神话、文

化传说、戏剧、传记、小说)、图像文本(例如：漫画小说、业余爱好或体育杂志、广告、商标、

地图册、图表、图纸和表格)、信息类文本(例如：评论、报告、传记、课本以及其它非小说类素

材、印刷版和在线文章、个人的电子在线文本诸如电子邮件)

目的1．2识别各种不同的阅读目的，为不同的阅读目的选取适当的阅读素材(例如，阅读在

线的或印刷版的百科全书类文章是为了了解背景信息，翻阅字典是为了查明词义，阅读传记是为

了了解作者或历史人物的信息，阅读印刷版和在线的报纸／杂志是为了了解一些实时讯息，使用电

子邮件和短信是为了从朋友那里获得信息)

理解策略1．3识别各种不同的阅读理解策略，将这些策略适当的运用在阅读之前、阅读过程

中和阅读之后以便理解文本(例如，通过询问或讨论一个主题来激活先验知识；通过发展思维导

图来探索思想；通过问问题来集中阅读，用意念来澄清文本中的一个角色、一个场景或者一个概

念的细节；要在推理和相关阅读的基础上预测一个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确认或澄清意义)

阐述理解i．4通过总结一些重要的观点和引用一些有支撑力的细节来阐述对各种文本的理

解(例如，段落、报告、在线和印刷版报纸文章、餐厅或餐厅菜单中的主题句和支持性观点；短

篇故事、神话和童话故事中的主题和有支持力的场景细节)

筮出丝迨』鲢堡圭查1．5根据文本中直述和隐含的思想做出推论和建构意义

教师提示：“基于到目前为止作者已经告诉你的事，你认为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作者在

字里行间暗示了什么?”

堑盈墨鲤1．6将自己的想法与自己的知识、经验、视角，还有其他熟悉的文本，以及周围的

世界相联系，以拓展对文本的理解

教师提示：“你所经历的类似情况是怎样帮助你了解这个人物选择的呢?⋯‘关于这一话题你是

怎么将你现在读到的东西与你已经读过的东西相比较的?”

金堑塞查1．7分析文本，解释不同的元素是如何对明晰文本含义起辅助作用的(例如，叙述：

人物发展、情节发展、情绪、主题；报告：简介、主体、结论)

教师提示：“作者使用了什么手法使你同情这个人物?它们起作用了吗?⋯‘作者是怎么做到使

文章首尾相呼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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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廛垄叠笪塞查1．8对文本中的一些思想和信息做出判断并得出结论，引用文本中直述的和

隐含的证据来支撑这些观点(例如，将一个文本中的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能够得出它支持或建议的

结论；可以根据文本中直接的或隐合的信息创建一个人物角色的文档)

教师提示：“你认为这个人物的行为准确地揭示他的想法了吗?在文章中你有什么证据来支持

你的结论?”

塑：兰墨：量．1．9识别文本中陈述的观点，通过提问的方式以来识别有没有一些遗漏的或其他可

能的观点，提出一些可能的替代性观点(例如，询问为什么有些特定的人物在故事里没有介绍，

包括一些在戏剧文本中遗漏的声音；与一个伙伴，用角色扮演的方式采访一个能够代表某一遗漏

声音的人)

教师提示：“谁的观点经过了充分的探讨?为什么?”“你在这个文本中看到任何刻板印象的证

据吗?”

2．理解体裁和风格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圭查墅叁2．1分析各种文本形式，并解释他们的一些特性事如何帮助传达意义的，尤其着重

在文学作品中，如短篇小说(例如：人物、背景、情节是如何阐明主题的)，图像文本如商标(例

如：各种元素是如何融合共同来传达信息的)，和信息文本如电影评论(例如，无论评论是积极的

还是消极的，“铅”是如何用于信号的)

塞查送盎2．2识别在一系列文本中各种不同的组织模式，解释他们如何帮助读者理解文本

(例如，一个报告中的比较关系；一本传记中的时问顺序；一种解释中的因果关系)

塞查挂堑2．3识别各种$rel的文本特征，解释他们如何帮助读者理解的文本(例如：索引、

地图、图表、列表、照片、菜单、词汇表、目录帮助读者定位和核实信息)

丛整鲍垂盍2．4iY,J)]各种不同风格的元素，包括语言的选择，比喻、拟人、形容词比较级的

运用，以及不同类型、长度和结构的句子，解释他们如何帮助传达意义(例如，一系列的短句可

以帮助传达某种意义上的结局：他没有。他不能。他不会。这个r--]题终于得到解决。该出发了。)

3．流利地阅读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闺堡塾查丝塑3．1自主阅读和理解最常用的词汇(例如，来自年级水平文本中的词；在讨论

和张贴锚形图表申经常使用的学科特定术语；来自共享和导读文本中的词，以及来自学科课程领

域中一些常用资源素材中的词)

阅读不熟悉的词3．2使用不同类型的提示线索来预测词的含义，快速解决不熟悉词的问题，

包括：

口语义(意义)线索(比如：前缀、后缀、词根、短语、句子以及能够激活现有口头和书面

语言知识的视觉效果)；

口句法(语言结构)线索(例如：词序、语言模式、标点符号)；

口字形与音形(语音和图像)线索(例如，带有较大词的熟悉的词，带有较长词的音节，带

有已知拼写模式的词与未知词汇之间的相似之处，显示不规则复数的视觉线索)

遗歪I些闺篮3．3富有表现力并充满自信地朗读适当的文本，调整朗读策略与节奏以适应体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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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目的(例如，用适当的语调和重音大声朗读一首诗)

4．反思阅读技能和策略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垂丛堑4．1识别他们在阅之前、阅读过程中和阅读之后最有帮助的策略，在与老师和同伴的

会话中，或在读书笔记中，作为读者解释他们如何使用这些策略以及其他一些策略来改善自己

教师提示：“做准备了一些需要回答的问题清单来帮你找到需要从传记中获取的信息吗?⋯咻

是怎么知道你在阅读的时候没理解意思的?”“"-3一个篇章很难理解时你会用什么“修补”策略?”

相互联系的技能4．2在与老师和同伴的会话中，或在读书笔记中，解释他们的听、说、读、

写、观察和表现的技能是如何帮助他们理解他们所读的(例如，在阅读相同话题的文本之前观看

关于某个话题的电视节目或视频，构建背景知识，介绍特定内容的词汇表，提供关于这一话题一

种不同的见解)

五年级写作的具体目标

1．产生和组织内容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目的和对象1．1确定写作的主题、目的、对象和体裁(例如，写一首关于某一社会问题的

一首诗或一首歌，在全班表演；写一封写给老师的正式的信，向老师概述关于消除校园自动售货

机中软饮料的意见；写一篇解释水循环的文章，其中包含一个流程图，成为学生在线的百科全书)

产生观念1．2形成关于潜在主题的观念，确定哪些是最适合目的的

调查研究1．3运用各种策略和一系列的印刷和电子资源来收集支持观念的信息(例如，采访

了解话题内情的人；确定和使用图形和多媒体资源；记录资料来源和收集的信息)

对观点进行分类1．4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对他们写作的思想和信息进行排序和分类(例如，通

过强调或者突出关键词或短语；通过使用形表编辑器，例如网络或排名阶梯)

组织观点1．5运用多种策略(比如：记笔记、遵循一个写作框架)和组织模式(例如：时间序

列、对比、因果关系)，识别并排序主要的观点和支持它的细节，将它们分组到单元，可以用来发

展成为几个连接的段落

修改1．6确定他们搜集的这些想法和信息对目的而言是相关的、适合的和充足的，必要时要

做更多的调查研究(例如，使用思维导图或时间表与伙伴复习材料)

2、在写作中运用体裁和风格的知识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监2．1使用各种不同的体裁来写更长、更复杂的文本(例如，根据调查研究写一个传记小
品；写一个报告，包括调查笔记，描述自然环境对早期文明的影响；写一个成为加拿大公民过程

的提纲；使用图片、标题和笔记，写一篇说明文解释人类器官系统具有怎样的功能；写一篇对一

本书、电影和视频游戏的评论；使用阅读中确认的一些主题写一个神话故事；写一本有关他们今

年学习到的社会相关话题的小册子)

心声2．2注重调整语言和语调来适应不同的环境或对象，在他们的写作中形成一种恰当的情

感表达(例如，在给编辑的一封信中使用一种严肃的语调，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使用幽默的语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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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堡鱼垫竖2．3使厨一些生动的和／或比喻性的的语言和创新的表达式来增加读者的兴趣

(例如，一些形容词的比较级；明喻或拟人；副词比较级：更慢)

鱼王盟速堑：丝2．4变换句型和结构，使用连词连接观点，使用代词连接句子(例如，门闩不

灵活了，男孩努力地开门。最后在他的努力下终于把门打开了)

拯：兰盟!量2．5确定他们的观点和其他可能的观点，在适当的时候决定这些观点是否平衡，是

否能支持自己的观点

教师提示：“确定一个不是你自己的观点，并且列出将能够支持它的论据。你作品中包含的一

些证据有能回答这些论据的吗?”

羞堡丛丝壅垒2．6依据老师和同龄人的反馈，识别写作中需要改善的元素，尤其注意具体特

性(例如，有效地使用语言、逻辑组织)

教师提示：“你能通过添加适当的形容诃更具体地描述两个名词吗7．”“这个段落主体部分的

观点应该包含在你的主题句子中吗?”

堡丛2．7运用各种策略进行修改，来完善他们写作作品的内容、清晰}生和兴趣(比如，使用

彩笔和／或剪切、粘贴的方式来识别和移动需要被重新排序大段的文本；添加或替换词和短语，包

括来自其他学科的词汇和比喻性语言如明喻、拟人，以达到特定的效果；调整句子的长度和复杂

性，以适应对象和目的；检查语言是否是包容性的和非歧视性的)

教师提示：“你的句子太长太复杂／太短太简单／太多，能吸引读者的程度相同吗?”

型盛芏叠2．8依据确定的标准，基于期望相关的内容、结构、风格的表达和使用的惯例，产

生修改后的草稿

3．运用语言表达习惯的知识有效地展现作品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堑墨塾查丝簦塑3．1正确拼写熟悉的单词(例如，他们口语词汇，锚图表和共享、指导、独

立阅读文本中的词汇；在课程教学中经常使用的词)

竖星丕塾查鲍簦塑3．2运用各种策略拼写不熟悉的单词，包括音形关系、字的结构、词语意

思以及拼写的一般规律(例如，含有不发音字母的单词的发音，如：p-neumonia；将多音节的词划

分音节；显示不规则复数；给单词添加ing、ed、er和est的使用规则；使用记忆技巧来记住不规

则拼写的字母顺序；使用常见的前缀和后缀来理解和拼写新单词)

词汇量3．3运用各种不同的资源来确定拼写和词语意思或单词选择对目的而言是适合的(例

如，定位引导语、词义、拼写图表、发音关键、元音符号、习语、变形后的形式、网络或字典里

关于单词的起源；使用各种主题字典如双语字典或填字游戏字典；使用词典找到替代词)

标点符号3．4适当地使用标点符号帮助表达他们的本意，尤其注意逗号要在复合句“和”或

“但是”之前加入以连接重要从句；引号后面直接借要讲的话；逗号和问号的位置以及引号中话

语的感叹号

语法3．5正确地使用词性帮助表达他们的本意，尤其注意使用：常见的、正经的和抽象的名

词(如：勇气，希望)；集合名词(如一群鸟)；形容词，包括形容词的比较级(如更大的，更贵

的)；助动词；副词修饰动词(例如：何时，何地，怎么样)；副词的比较级(如更快地，更慢地)

校对3．6运用同伴和老师的指导来校对和修正写作(例如，一个特用于写作任务的编辑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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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出版3．7在成品中运用一系列有效呈现的适当的元素，包括印刷、脚本、不同的字体、图形

和版面(例如，使用清晰的印刷和手写稿；标记图、照片，在一本适用于更年幼儿童的朗读工具

书的开头部分要有一个术语表；在给公务员的一封信中使用正式的信件版面)

形成成稿3．8发表一些作品来满足老师基于目标而确定的有关内容、结构、风格、惯例、呈

现策略的标准

4．反思写作技能和策略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垂丛盘4．1识别出写作前、写作过程宇和写作后的一些有效策略以及作为一个写作者哪些环

节是可以改进的(例如，使用三栏式的反思日记来监控写作的流程：发生了什么事?对此我感觉

怎么样?从中我学到了什么?)

教师提示：“你怎么知道你的读者了解了你的规划过程?”“在组织信息过程中你发现了什么

最有帮的策略?”“编辑策略是对你最有效的吗”

相关技能4．2在老师的提示下，描述作为写作者，他们的听、说、读、看和表征的技能对他

们写作的帮助

教师提示：“探索不同作者在一个问题上的观点是如何帮你准备写作的?”“解释一下你与同

伴的对话是如何在你写作时帮助你表达自己的意见的?”

选取代表作4．3选择最能体现他们进步和竞争力的作品，并解释选择的原因

五年级媒介素养的具体目标

l、理解媒介文本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目的和对象1．1为各种不同的媒介文本识别目的和对象(例如，这部连续剧的设计目的是为

了吸引青少年；这个漫画的设计目的是为了吸引年轻女孩；这个光盘里的信息是为了吸引对鲨鱼

感兴趣的人)

教师提示：“这个作品的目的是想吸引什么样的人或者是不想吸引什么样的人?你有什么证据

可以证明?”

做出推论／解读信息1．2使用一些公开的和隐含的信息推断和建构媒介文本的意义(例如，

一个向朋友圈较广用户展示产品的广告中公开的信息：这个产品很好用以至于你和你的朋友都喜

欢它；隐含信息：使用这个产品会使你受欢迎；不用它可能让你成为一个局外人；声望是建立在拥

有正确的事情上)

教师提示：“这件带有流行摇滚乐队标志的T恤传递了什么公开和隐含的信息?隐含的信息比

公开的信息更有效果吗?为什么或为什么不呢?你认为这件T恤向穿他的人传递了什么讯息呢?”

回应和评价文本1．3表达一些关于想法、问题和／或媒介文本中呈现经验的观点，并从文本

中提取一些证据来支持他们的观点(例如，解释为什么他们认为用媒体新闻来源报道一个事件的

覆盖范围比同一事件由另一个来源的报道更有趣和／或更可靠；捍卫一种观点，关于是否媒介文本

是传递一种有害信息的，不包括如女孩或种族或民族或少数民族的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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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垒丝堕廛1．4解释为什么不同的对象会对相同的媒介文本有不同的反应(例如，确定一些

对他们最喜欢音乐的不同回应，提出这种差别的原因)

教师提示：“你觉得这个媒介文本怎么样?谁可能会赞同或不赞同你的看法?”“性别／年龄／

文化似乎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吗?举例说明．”

核心观点1．5识别在一个媒介文本中呈现或反映了谁的观点，问些问题来识别一些遗漏的或

替代的观点，并在适当的地方提出一个更平衡的有代表性的观点(例如，这部关于各种运动员的

纪录片不包括身体残疾的运动员；另一个人物可以代表他们的感受)

教师提示：“在这个媒体文本中谁的观点被遗漏了?如何改变能使文本包含这个观点?”

生成观点1．6确定谁是各类媒介文本的生产者，其生产的原因，它们是如何生产的，以及他

们是如何运转资金的(例如，出版商为特定的读者产生杂志是为了娱乐、通知和赚钱，从销售和

广告中运转资金；音乐公司生产唱片是为了娱乐和赚钱，从直接销售中运转资金)

教师提示：“有什么不同的职业将参与到报纸的生产过程中?唱片呢?生产一份报纸或一张唱

片要花费的成本是多少钱?我们怎样发现它们?”

2、理解媒介形式、惯例争技术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形式2．1详细描述一些媒介形式中的主要元素(例如，电视脱口秀：主持人、现场的观众、

嘉宾、插播电视广告；新闻广播：新闻主播、记者、视频剪辑、插播商业广告；电视情景喜剧：

标准配置、常规演员表、参演的演员、笑声音轨、情节问题、纠纷、快乐的结局)

教师提示：“当你在看一个你不期待的情景喜剧时，你指望在一个脱口秀节目中看到什么?”

惯例和技术2．2识别在一些熟悉的媒介形式中使用的惯例和技术，并解释他们是如何帮助传

达信息和影响或吸引观众的(例如，报纸：划分不同的板块一一国际／国内新闻、体育、娱乐和当

地事件来吸引广泛的读者兴趣；一些标题、照片标题、图像等增加了人们的兴趣和影响力；专栏

作家的照片标志了他们表达的个人观点)

教师提示：“这两个份报纸的排版在哪些方面相似呢?在哪些方面不同呢?你能说出异同的原

因吗?～在这份报纸中有多少个板块?不同的板块中出现的广告有几类?你能解释它们为什么不

同吗?”

3、创造媒介文本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目的和对象3．1详细描述他们计划创造的媒介文本中的主题、目标和对象(例如，一个鼓励

学生参加一个慈善活动的广告宣传活动)

教师提示：“你想说什么呢?谁是你的观众?你想怎样影响你的观众?”

形式3．2为他们所计划创造的媒介文本确定一个适当的形式以适应特定的目的和对象，并解

释为什么它是一个适当的选择(例如，一个通知父母、老师和学生关于学校社团成员对环境采取

的新方案或计划的小册子或简讯)

教师提示：“为什么一个小册子或时事通讯能胜过一个海报传达这个信息?”

邀趔垄垫盔3．3确定适和于他们为创造媒介文本所选择的形式的惯例和技术，并解释他们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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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使用惯例和技术来帮助传达讯息的(例如，一家餐厅晚餐菜单的组成部分：每道菜品的不同

部分、使用食材的描述、不同菜品朗朗上口的名称、菜品的价格，包括各种菜肴要吸引用餐者的

兴趣和给他们提供一些信息以供他们做出选择)

教师提示：“用哪种方式能使一份快餐店的菜单不同于一个正式餐厅的菜单?”

生成媒介文本3．4使用适当的形式、惯例以及技术，为特定的目的和对象生成各种各样的媒

介文本(例如，

口一个故事或电视节目中人物穿着的T恤

口一本今年他们已研究过的有关社会相关主题的小册子

口一个来自各种来源的演示一个跨学科研充单元话题的图像集(下载、剪切或扫描的)，例

如杂志、网络、报纸或教材

口使用软件制作一份给学校事件做广告的宣传单／海报

口一个有关食品、饮料或者的服饰的模拟电视商业广告

口一个有关跨学科的研究单元中某一话题的新闻广播，如移民

口一份小说、短篇故事、或胶片中描绘的一家餐厅早餐、午餐或晚餐的菜单)

4、反思媒介素养的技能和策略

五年级结束时，学生将：

元认知4．1在一些支持和指导的帮助下，识别在理解和建构媒介文本时什么策略最有帮助，

并解释作为媒介的观众／听众／生产者，这些策略以及其他的一些策略是如何帮助他们改善自己的

教师提示：“反思一下你创造过的媒介产品。你在这个过程中学到了什么?它将对你下一步的行动

有什么影响?”

相关技能4．2在一些支持和指导的帮助下，解释他们在听、说、读、写方面的技能是如何帮

助他们理解和生产媒介文本的

教师提示：“阅读、观看和倾听之间有怎样的相似之处呢?你在某一领域的优势是如何对另一

个领域有所帮助的?”“听音乐配乐是如何帮助你理解人物感情的?”“交谈、写作和创造媒介文

本之间有怎样的相似之处呢?你在某一领域的优势是如何对另一个领域有所帮助的?写作技巧在

形成媒介文本过程中对你有怎样的帮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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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部分加拿大《安大略省l～8年级语言课程标准》原文截图

⑦Ontario

The Ontario Curriculum

Grades 1-8

La ngU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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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E 4 l ORAL COMMUN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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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研究生生活转眼就要结束了。读研的两年，我获益匪浅，

不仅学到了丰富的专业知识，聆听了许多名师、专家的讲座，还结交了很多知心的朋

友，是他们(它们)让我快乐、让我成长，所以在这离别之际，请允许我再说一声：

“谢谢!”

感谢扬州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是她以博大的胸襟容纳了我，让我得以近距离地与

许多学识渊博、见解独到的教授、讲师接触；是她以循循善诱地方式激励了我，让我

得以打开思维，宽阔视野，吸取丰富的知识营养!

感谢我的导师薛晓阳老师对我的悉心指导，从论文的选题、框架的确定、内容的

修改以及文字的润色，无不倾注了薛老师的精力与心血。衷心感谢他为我所作出的付

出，他在学术上的严谨、认真与思维方面的思辨性，给我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是

我终身努力的方向。

感谢刘久成老师、刘华老师，以及所有教导、帮助过我的老师，他们的学识、品

格将永远留在我的内心深处。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和朋友，尤其是我的父母、室友，是他们在我困难时给我精

神上和物质上的帮助，是他们在我沮丧时给我加油鼓劲，是他们在背后的默默支持才

使我有充沛的精力、良好的心态顺利地完成学业。

不久，我就要离开这美丽的扬州大学，开始我新的生活了，但校园里那在春风

中轻舞飞扬的柳絮、在夏日里荷花盛放满盆的半塘、在秋雨后铺天盖地的昏黄桐叶以

及在冬雪后清澈澄明的一景一物，都将永远地留在我的记忆里，因为是在这样的景色

里，我遇见了我可亲可敬的老师，我亲爱的同学们，还有我一生难以忘怀的美好!

孙广超

2013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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