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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及其启示

和 学 新,杨 丹 滋
(天津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天津300387)

摘 要:进入21世纪,为满足国内社会发展需要,应对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顺应世界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潮流,印度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倡导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念,课程目

标注重发展学生的能力、减轻学生负担,课程内容重视学生的主体建构,课程设置具有衔接性,课程评价注重

“形成性”,课程管理强调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不断完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但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

施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实际问题,基础教育尚未完全普及,统一学制尚未取得完全成功,课程内容与生活实践脱

节。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启示我国,应树立全球化与本土化和谐统一的课程理念,探索与生活实践相联系

的课程内容,在统一规划的基础上发挥地方课程管理的积极性,设立教师入职标准,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投资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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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是仅次于中国的世界第二人口大国,20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世界上最贫穷的国家之一。
但如今,印度已成为重要的发展中国家,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跻身世界十强,科技发展迅速,是世

界上最大的软件出口国。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与科技,印度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
进入21世纪,为应对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挑战,印度积极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

1986年颁布的《国家教育政策》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多项教育政策与课程改革方案。2000年,印度

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发布了《国家学校教育课程框架:一份讨论稿》(NationalCurriculum
FrameworkforSchoolEducation:ADiscussion),以指导、推进全国课程改革。2001年,印度启动

“普及初等教育计划”(SSA),这是21世纪印度普及初等教育的重要指导性文件,它提出到2010年

实现全国6~14岁儿童的教育普及目标[1]。2005年,印度全国教育研究与培训委员会重新颁布了

新的国家课程框架———《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对2000年颁布的《国家学校教育课程框架:一份

讨论稿》进行批判性的继承。2006年,印度国家计划委员会颁布了《朝向更快、更全面的增长:第十

一个五年计划的途径》(TowardsFasterandMoreInclusiveGrowth:AnApproachtothe11thFive
YearPlan),其中包括教育方面的相关内容[2]。同年,印度还颁布了《2006年教师教育课程框架》,
积极培训课程改革需要的教师。2007年12月,印度批准了《第十一个五年计划(2007-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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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缩小区域、群体和性别之间的差异,提高教育质量作为重点[3]。2009年,《儿
童接受免费义务教育权利法案》(RTEAct)获得印度议会通过。2009年1月,印度内阁经济事务委

员会正式批准了“普及中等教育计划”,并决定3月正式启动,进一步推动了基础教育的普及。21
世纪以来,印度为普及基础教育、提高教育质量进行了上述一系列的改革。

我国关于国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研究主要聚焦于欧美、日本、俄罗斯等发达国家[4],对印度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注不是很多,已有的关于印度教育的研究只是零星提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并没有进行专题研究[5]39。我们在中国知网上以“印度”和“课程改革”为主题对2000年以来(截至

2017年8月18日)的文献进行搜索,结果相关论文不到25篇,其中关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有13
篇,直接研究21世纪以来印度课程改革的论文只有两篇,况且这两篇研究的也只是关于印度高中

课程改革的内容[6-7]。因此,系统而全面地探讨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是具有重要

价值的。

一、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分析

(一)适应国内社会发展的需要

印度是一个多元化的国家,有着丰富多彩的历史文化,各种信仰、宗教、种族共存,形成了“统一

中的多元和多元中的统一”这一特色。印度国内的种姓制度、农村地区贫困及男女地位差异等众多

问题制约着印度基础教育的发展,导致基础教育不公平、教育质量不高。早在公元前10世纪至公

元前6世纪中叶,印度婆罗门教按照其教义将人分为4个等级:婆罗门、刹帝利、吠舍和首陀罗,就
此形成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即种姓制度。印度除了这4个等级的种姓外,还有“表列种姓”和
“表列部落”这两个最贫穷、最受歧视的阶层。

印度社会等级森严,不同种姓的经济、社会、文化地位差别很大,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也截然

不同。“贫穷”“社会地位低”“教育水平低”几乎是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代名词。在印度,学校文

化是婆罗门这类上等种姓和阶层的文化,是反对表列种姓和表列部落的文化[8]。这就导致印度基

础教育阶段的不公平现象屡见不鲜,且种姓等级越低的学生所享受的教育机会越少。印度农村人

口众多,环境恶劣,农村教育经费紧张,学校基础设施匮乏,农村教育水平相比城市教育较低,发展

缓慢。由于宗教传统、根深蒂固的封建意识、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的影响,印度女性的经济、社会地

位相对低于男性,受教育的机会和教育水平也不如男性[9]。印度女童的入学率一直低于男童的入

学率,特别是乡村地区的女童很少能够接受中学教育。女童的辍学率也普遍高于男童,有研究表

明,印度一般女童的辍学率为47.9%,表列部落的女童缀学率为71.3%,表列种姓女童的辍学率为

54.1%[10]。由此可见,印度国内由于客观条件的制约,基础教育阶段受教育机会和教育水平发展不

均衡,教育质量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因此,推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促进基础教育公平、提高基础教

育质量,成为印度追求教育现代化的必然选择。
(二)应对知识经济全球化的挑战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为应对知识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各种挑战,积极寻求变革。为提升国际

竞争力,文化软实力成为变革的突破口。发展文化软实力,需要加强知识经济建设,促进知识的广

泛传播与发展。知识经济成为影响世界各国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知识经济的发展离不开知识的

继承与创新,而知识的继承与创新则依赖于教育。“教育被视为使人类朝着和平、自由和社会正义

迈进的一张必不可少的王牌,要为学生的终身发展打下良好基础,要使学生将其埋藏在灵魂深处的

所有才能都发挥出来,以实现对现实变革、知识扩张与爆炸以及自身角色转变的快速感知。”[11]为
促进学生个体潜能的发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学校课程设置为学生下一阶段的深入学习打下基

础,有助于学生掌握语言、信息和交流技能,形成相应的理解力,从而为他们进一步学习做准备[5]39。
印度自独立以来就十分重视人才培养,强调以人力资源开发作为未来国际竞争中的有力武器,



大力发展教育,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培养人才,力图以教育和科技促进其综合国力的增长。20
世纪80年代,印度明确提出其国家发展战略:营造有利的国际环境,以先进的科学技术促进发展,
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振兴经济,努力增强综合国力,力争使印度在21世纪成为世界瞩目的强国,在亚

洲、印度洋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发挥重要作用[12]。印度于2004年出版的《2020年愿景报告》提出:
“教育的总目标在于创建知识型、学习型社会,培养学生获得自我成长的机会和过高品质生活的能

力。”[13]这些发展战略与报告表明,印度着力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应对21世纪人才培养和经

济发展全球化挑战的重要举措。
(三)顺应世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潮流

进入21世纪,世界各国为保持其在国际竞争中的有利地位,积极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

美国,2001年由布什总统签署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NoChildLeftBehindAct),目的在于追

求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2015年由奥巴马总统签署了《每一个学生成功法案》(EveryStudent
SucceedsAct),将教育的权力归还给各州和学区。英国自20世纪80年以来,顺应时代要求,每5
年进行1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对课程内容、课程结构进行变革,注重培养学生的社会适应能

力[14]。法国于2004年颁布了《为了全体学生成功》,又于2005年颁布了《学校未来的导向与纲要

法》,全面推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要求在义务教育普及的前提下实现教育机会的平等,让所有学生

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15]。俄罗斯在《联邦教育发展纲要》这一文件的指导下,开始了21世纪的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俄罗斯课程改革的理念强调以人为本、教育公平、机会平等,力图实现基础教

育循序渐进、全面协调发展,课程设置强调学生负担合理、侧重专业学习,课程内容以人文关怀、务
实应用为特点,课程评价的方式是统一考试,课程管理模式是三级管理、自主赋权[16]。在国际层面

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96年出版了《教育———财富蕴藏其中》一书,全面审视国际教育形势并提

出长远发展战略的建议。2015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

转变?》,对新时代的教育进行反思。印度也不甘落后,全面开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通过颁布国家

课程框架、实施初等教育普及计划等举措,促进印度基础教育公平,提升基础教育质量。

二、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

(一)课程理念:以学生为中心

印度独立后开展了数次课程改革,在调整与修正中逐渐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理念。这

一理念贯穿整个课程体系,蕴含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设置、课程评价、课程管理等课程的各

个方面。《国家教育政策》(1992年修订版)提出以儿童为中心的理念来推动儿童广泛入学以及学

校教学质量的持续提高[17],例如:提出在初级小学阶段采用一种以儿童为中心和以活动为基础的

学习方式,关心儿童的需要;要求体罚从教育制度中消除,学校要调整作息表和假期,以促进儿童成

长[18]。《国家学校教育课程框架:一份讨论稿》(2000年)从18个方面提出了课程目标,如课程内容

应把普通教育与生活技能联系起来,注重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减轻学生的负担,这些目标均体现了

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理念。《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进一步深化这一理念,促进学生角色的转变,
帮助学生自主建构知识,参与学校管理并且强调课程内容的选择要考虑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保护

学生的好奇心和自信心。进入21世纪以来,印度颁布的各项教育政策都充分考虑学生的利益,保
证学生的权利,强调以学生为中心的课程理念。

(二)课程目标:注重发展学生能力,减轻学生负担

进入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尤其注重发展学生能力,减轻学生负担。早在1993年,
印度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针对学生的学习压力进行了全国调查,形成了《学习无负担》(Learning
WithoutBurden)这一报告,提出除非我们改变学生是知识的接受者这一观念,否则学习不会是一

种愉悦的体验。这表明,在课程改革中要注重学生角色的转变,从知识的接受者转变为知识的建构



者,从而减轻学生的负担。《国家学校教育课程框架:一份讨论稿》(2000年)着重强调解决学生的

课程负担这一问题,提出不仅要关注学生认知能力的发展,更要重视学生非认知能力的培养。
《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提出,要转变对学生记忆能力的考查,注重对学生运用知识解决问题能力

的培养,精简课程内容,以减轻学生负担。在改革实践中,各个学科都对课程内容进行了更新和删

减,减轻学生的负担。如印地语课程的内容大幅度减少,从原来的15章减少到8章,并且“一、三、
六、九和十一年级取消印地语课本”[19]。由此可见,印度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重视发展学生的认

知、情感、行为方面的能力,强调通过学生自主构建知识及精简课程内容,从而减轻学生课程负担。
(三)课程内容:重视学生的主体建构

印度的课程改革坚持以建构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建构主义观点认为,学习是一个知识建构

的过程。学习者通过将新知识与以往的材料以及活动提供的旧知识联系起来,进行知识建构。首

先,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加强与生活的联系。有些课程知识往往以技能的形式出现在学校、家庭和社

区,因此要鼓励学生将课程知识与学生已有的经验相联系,而不是简单地记住和正确回答问题,鼓
励学生积极参与涉及探究、探索、质疑、辩论、应用与反思、知识建构与思想创新等活动。如《2005
年国家课程框架》提出,初小阶段语言课程的主要内容为母语和印地语,主要是由于学生在学前阶

段已经成熟地掌握了母语,继续学习和使用母语能够使其将学校的课程知识与生活联系起来,进行

知识的内化与建构。其次,课程内容选择的范围不仅仅局限于课本,而是积极探索、充分利用图书

馆、实验室、家庭、社区等有利条件。学生的知识建构是一个动态的、连续的过程,这不仅发生在学

校内,而且在家庭、社区也无时不在进行知识建构。如在学习科学、社会科学课程时,学生参观周围

社区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积极探索周围的世界,将其作为学习的平台。学校还主动邀请家长进

入学校,建立家长委员会,允许学校与社区共享各种设施、资源等,这些课程资源不仅能够扩大学生

的视野,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而且还能增强学生的社会实践能力。最后,课程内容的选择重视信

息技术的发展。2001年,印度政府决定将信息技术教育引入教学大纲,在中小学各年级开始实施

信息技术教育课程[5]48。借助于科学技术的应用,学生能够获得更多的课程资源,实现课程资源的

共享,这不仅能促进学生自身的知识建构,也有助于学生、教师之间的交流。
(四)课程设置:各个阶段相互衔接

在印度,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包括语言、数学、科学、社会科学、艺术、健康与体育这六个部分。
语言是构建知识的媒介,与学生的思想、身份紧密相连;数学课程能够培养学生的逻辑推理和抽象

思维能力;科学被视为实现社会变革的工具,能够缩小经济、阶层、性别、种姓、宗教和地区的差距;
社会科学知识与思维方式是构建公正、和谐社会所不可或缺的;在学生的正规教育阶段,如果要保

持文化的独特性,就应注重学生的艺术需求,重视艺术教育;健康教育是儿童全面发展的关键因素,
影响着儿童的身体、交往、情绪和精神发展。除了这六个方面,基础教育阶段的课程内容还包括工

作教育、和平教育和价值观教育等,主要通过以上六个部分进行渗透教育。每一阶段的课程设置都

兼具人文性和科学性,不仅重视理科课程的设置,而且将人文学科与艺术设为必修课,以培养学生

的人文素养与审美观。在印度,随着学生年级的升高,课程内容的深度与广度不断拓展,各个阶段

相互衔接,如表1所示。
(五)课程评价:重视形成性评价

科学合理的课程评价既有利于学生的学习,也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在以往的印度教育评价体

系中,课程评价往往与考试、压力和焦虑密切联系。进入21世纪,印度试图打破以考查知识记忆为

目的的课程评价传统理念,强调从基于学习内容的评价转向以解决问题和发展能力为基础的测试,
努力使学习和教育对儿童而言是有意义的、快乐的。课程评价不是为了给学生排名或贴上标签,而
是要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质量及能力发展与进步。《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指出,课程评价的意义

在于明确学生学习中需要纠正的地方,因而要加强纠正性的教学。但纠正性教学要限制在某些特



殊的方面,比如对于读写或计算方面存在问题的学生,教师可以采取一些特殊的训练进行纠正。评

价内容不仅包括认知领域,还包括儿童发展的其他方面,比如健康、身体适应性、游戏中的能力和社

会技能以及在艺术和工艺制作上的能力等。
表1 印度中小学不同学段课程的主要内容与要求

语言 数学 科学 社会科学 艺术 健康教育与体育

初小阶段

高小阶段

初中阶段

高中阶段

母语和印地语

实行“三 种 语
言教育方案”:
母语、印地语、
英语

通过游戏掌握
数字、数 字 运
算、形 状、空
间、模型、测量
和数据处理

观察物理和生
物环 境,探 索
周围世界并与
之和谐相处

通过 语 言、数
学、科 学 等 渗
透自然与社会
环境知识

代数符号及应
用、空 间 和 形
状 的 系 统 研
究、测量、数据
处理

环境、健 康 与
性教 育,并 通
过科学活动与
体验获得科学
概念

历史、地理、政
治、经济

几何、代数、数
学建 模、数 据
分析和解释

综合 学 科,通
过系统的科学
实验掌握科学
方法与知识

历史、地理、社
会、政治、经济

数学知识的应
用

单独 学 科,强
调实 验、技 术
与问题解决

政治、地理、历
史、经 济、心
理、商 务 (选
修)

音乐、舞蹈、影
视艺术、戏剧

健康教育、游戏、
运动

学生学习自己
感兴趣的艺术
表演及艺术理
论,培 养 审 美
能力

健康教 育、生 理
教育、瑜伽等

  由于学习者个性不同,教学过程中个体的表现也不同,期望所有的学生在学习的过程都表现出

相同的学习能力和水平,以达到下一级教育目标是不合理的。采取考试这一终结性评价方式,虽然

在组织与操作上比较方便,但忽视了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因此,印度课程评价结合了形成性评价

与终结性评价。持续的、动态的形成性评价主要是用于学生学习中的观察与定性评估,其中一种重

要的方法就是教师的报告卡片与日记。如《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中摘录了一位教师在日记中对

某个学生具体读书行为的评价。对于那些不能直接通过考试评价的特殊领域,可以通过考察学生

的兴趣和参与程度以及能力和技能在多大程度上得到提升来加以评价。课程评价方法灵活,除了

在考场内的纸笔测试,还有多种多样的评价方式,比如口试和小组工作评价,开卷考试和不限时考

试也在小范围试点开展。这些革新将考试的焦点从记忆测试转向检查各种能力,如对解释、分析和

解决问题能力的检查[20]。
(六)课程管理:统一性与灵活性相结合

印度实行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中央一级,邦一级,县一级。印度课程管理上存在统一与多元之

间的复杂矛盾。在国家层面,多元化占主导地位,缺少一个统一的、能够促进全国范围内教育质量

提高的课程体系。同时,在各邦内部实行集权管理,各个区县缺乏对课程的决策权,地区、学校和教

师在课程管理上处于弱势,缺少实际权力。进入21世纪,印度《国家学校教育课程框架:一份讨论

稿》(2000年)和《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都强调国家意识,重视建立全国统一的国家课程体系,同时

也要保持各邦、县的地方特色。《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提出,由于多元子系统及多种类型学校对

整个教育体系发展存在不利之处,印度迫切需要建立统一的学校体系,以促进不同地区教育质量比

较关系的建立,这也是提出国家课程框架的重要目的之一。建立统一的国家课程体系,有助于提高

不同阶层、不同地区学生的学习水平和学习质量,提升学校建设的整体水平。为实现课程体系的全

国统一,同时为保持每一学校的特色,建立国家课程体系需要注重课程发展的灵活性、多样性和情

境化[17]。
印度的基础教育学制为“10+2”模式。初等教育的年限为8年,主要分为2个阶段:1~5年级



为初级阶段,由初级小学实施教育;6~8年级为高级阶段,在高级小学开展教育活动。中等教育的

年限为4年,包括初中阶段(9~10年级)和高中阶段(11~12年级)。由于印度邦县地区经济社会

发展水平不同,教育发展程度也不一,到目前为止并未真正实现统一的学制。
(七)师资建设:不断完善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自1978年始,印度几乎每隔10年就会提出并更新教师教育课程框架。1978年,印度颁布了政

策性文件《教师教育课程———一种框架》,强调重视教师专业发展,将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教育放在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位置。该文件提出,要培养具有敏锐社会意识和高度责任感的教师,必须

扩大教师的视野,通过加强交流与合作,将教师专业发展置于真实的社会生活环境中,促进教师专

业素养与专业水平的提高。1988年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框架》提出应培养教师掌握一定的技能,
对弱势群体学生进行教育,促进全民教育的实现。1998年出台的《高质量教师教育课程框架》将教

师教育课程划分为普通学校教师的课程框架和特殊学校教师的课程框架。印度全国教师教育委员

会于2009年提出了《教师教育国家课程框架》,这一新的国家课程框架将教师教育课程分为三大领

域:教育基础、课程与教学、学校实习。由于印度各邦自主管理教育事务,各地的中小学教师教育在

课程年限、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上不完全相同。

1.颁布教师入职资格标准

为提升教师的学历资质和教学水平,印度严格设定了教师的入职标准。印度对于教师资格的

取得有严格要求:接受专业的教师教育培训,通过全国教师资格考试。印度全国教师教育委员会

2010年颁布了《义务教育教师任职最低资格标准》,对教师的入职标准作了严格的规定。初级小学

教师教育主要实行“12+2”模式,即要成为教师,必须在接受并完成高中教育后,再进行2年专业教

师教育课程培训,获得初等教育专业学习文凭,并取得教育资格证。高级小学教师教育主要实行

“12+4”模式或者在大学本科毕业后继续学习1年教育专业课程。“12+4”模式主要指要成为教

师,必须在接受并完成高中教育后,再进行4年专业教师教育课程培训,获得初等教育专业学士文

凭,并取得教育资格证。初中教师入职前必须通过大学本科教育,获得文学或理学学士学位后,再
接受1年的教师教育训练。要成为高中教师,须完成研究生教育,获得文学或理学硕士学位,再接

受1年的教师专业培训,方可入职上岗[21]。印度严格规定基础教育阶段教师的学历资质,并要求

教师入职前必须通过教师专业培训。这种做法优化了教师队伍,提高了教师的整体素质,对提高基

础教育阶段的教育质量有积极促进的作用。

2.制定统一的教师教育培训课程

印度教师教育全国委员会对教师教育的培训目标、课程内容及每部分课程内容的比例关系等

作了规定。印度教师教育培训的总体目标在于培育一支高素质的具有人文情怀的专业化教师队

伍,促进教育质量的逐步提升。教师不仅要向学生传授知识、传递信息,还要促进学生身体、道德、
兴趣等全面发展。1978年,《教师教育课程———一种框架》提出教师教育课程内容主要包括三个部

分:教育心理学类学科;学科内容及教学法、教学实习;社会活动。三个部分所占学时的百分比分别

为20%、60%、20%[22]33。通过将理论学习与教学实践相结合,教师能够在未来的教育过程中更加

得心应手,且有助于教师专业发展。教师教育课程十分重视教学实习这部分内容,规定教学实习的

总时数不低于12~20周,每周不得少于4天。在实习开始之前,教师应先到学校实地观察,进行课

堂研究,参与教学资源建设。在进入学校实习之后,教师要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详细记录实

习期间学生的问题与表现,反思自己的教学行为。另外,印度也非常重视教师教育课程内容的更

新。从1978年颁布的《教师教育课程———一种框架》到2009年颁布的《教师教育国家课程框架》,
教师教育课程内容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在继承优秀传统的基础上将新时代的理论融入其

中,使得课程内容在保持其稳定性的同时具有灵活性。
印度基础教育阶段教师入职门槛严格,教师教育课程内容具有系统性,培育了一批高素质的教



师人才,促进了基础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三、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存在的问题

(一)基础教育尚未完全普及

新世纪以来,印度十分关注基础教育的普及,通过一系列的政策努力实现全民教育,但效果却

不尽如人意。印度人力资源开发部报告显示,印度21世纪以来初等教育入学率大幅增长,但中等

教育入学率却无明显提高,且初等教育与中等教育辍学率持续升高。1997-1998年,印度初等教

育的毛入学率为58.5%,2006-2007年增长为73.6%。虽然入学率有了较大幅度的增长,但辍学

率仍居高不下。印度1997-1998年辍学率为54.14%,2006-2007年辍学率为46%[23]。印度基础

教育普及还未完全实现。
(二)统一学制尚未取得完全成功

印度基础教育阶段“10+2”的学制模式原则上已经确立,但由于印度各邦、县教育发展程度不

同,实际的实施情况却不容乐观。到2007年,印度34个一级行政区十年制普通学校的实施情况大

不相同,其中有18个区实行“5+3+2”模式,有12个区实行“4+3+3”模式,有3个区实行“5+2+
3”模式,有1个区实行“4+4+2”模式。由此可知,印度基础教育并未真正实现统一学制。

(三)课程内容与生活实践脱节

印度基础教育阶段中,课程内容与实际生活脱节的情况比比皆是,存在于各级各类学校,甚至

是各科目教学中,如科学、社会、语言、艺术课等。由于印度课程权力分散于各邦,各邦可以自主选

择课程内容。但由于各邦下属的各级各类学校缺少课程话语权,课程内容的选择往往忽视了学校、
教师与学生的实际生活。教科书中的内容往往体现的是精英文化,与生活联系的部分更多是精英

阶层的日常生活,如有的教科书中提到的现代化厨房,实际上印度大多数家庭并未见过,学生也根

本没有接触过。印度语言多种多样,但学校语言教学却经常脱离实际,学生在学校学的官方语言是

英语、印地语,但实际上学生常用语言并非这两种,因而导致学生在语言学习中负担较重。早在

1993年,印度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发布的《学习无负担》就指出,课本内容与儿童日常生活的距离

太大,“使得知识转化成了负担”,这个问题同样是2005年课程改革关注的重点。印度不仅在课程

内容和教学语言的使用上都进行了深入的改革,而且通过积极探索和尝试有效的教学与实践方式

来解决这一问题。

四、21世纪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与启示

(一)树立全球化与本土化和谐统一的课程理念

“全球化”是全世界共同面临的不可阻挡的趋势,任何一个国家想漠视或者阻碍都是不现实的,
然而在全球化的浪潮下如何保持本土特色也是各国都十分重视的。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是一个全

球性的问题,这一问题对印度这个有着鲜明的民族特色并积极投身于现代化建设的国家来说尤为

突出。在全球化的机遇与挑战面前,更要对本土文化进行保护和弘扬。所谓“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宝贵财富,也是一个国家得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根基。如果它

们在全球化和市场化浪潮下一点点流失或消逝,那不仅是印度人民的损失也是全世界的损失。印

度在积极推进教育现代化、国际化过程中,注重自身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为保持其民族特

色,印度在基础教育阶段建立统一的国家课程框架,重视印度历史、宪法、文化遗产等方面的内容,
将这些内容贯穿于各个科目,同时还将传统知识、技能和工艺等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纳入课程。我

国应积极向印度学习,在推动课程向全球化迈进的同时,发展本土课程,推动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全球化与本土化进程。



(二)探索与生活实践相联系的课程内容

课程内容生活化是当今世界课程改革的一大趋势。《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指出,当前印度基

础教育阶段课程内容脱离了实际生活,让学生的学习成为一种孤立的活动。因此,该课程框架强

调,课程内容应情境化、真实化,将校内学习与校外生活联系起来,重视培养学生解决问题的能力。
贯穿于《2005年国家课程框架》的一个理念就是儿童只有在感觉自身有价值的环境中才能学习,因
此课程内容的选取要尽量贴近儿童的生活,比如2005年课程改革非常强调母语教育的重要性,并
积极落实。由于印度语言极其多样,很多学校的课程中没有给儿童的母语学习留下空间。儿童在

学校使用的语言与家庭中使用的语言不一样,并且自己的母语和母语所承载的民族文化得不到学

校课程的承认,这就使得他们对学校的学习内容产生疏离感,也容易使他们产生自卑情绪,不利于

学习。因此2005年课程改革规定在初等教育阶段必须使用母语教学,对于少数部落语言的使用者

也必须保证在儿童入学的前两年使用母语教学。我国推行新课改以来,虽然注重学生自主建构课

程内容,但课程内容的选择还是缺乏同生活与社会的联系,如生命安全教育、健康教育、环境教育等

内容只在主要课程中泛泛提及,并未单独设置,因而应引起重视。课程内容的选择范围也仍局限于

学校,缺乏与校外社区、家长等的联系。因此,我国基础教育课程内容的选择应加强与外界社会、生
活实践的联系,促进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三)在统一的基础上发挥地方课程管理的积极性

由于受政治、经济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印度基础教育课程管理存在多元与统一的矛盾,中央和

地方在权力的分配中难以相互配合,造成全国性的课程改革不能有效实施[24]。进入21世纪,我国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实行国家、地方、校本三级管理体制,改变课程权力过于集中的状况,给地

方、学校留有伸缩余地,地方和学校获得了一定的课程决策权,很多学校积极开发校本课程。国家

政策虽赋予了全国各地区教育主管机构和学校部分课程自主权,但是各地对具体如何行使这部分

自主权尚不明确,我国大部分地区仍缺乏课程管理的意识。因此,我国应主动吸取印度的经验与教

训,在国家统一的标准下,将课程管理权下放到地方与学校,根据各个地方与学校的特色开发与管

理课程。
(四)设立教师入职标准,制定教师教育课程标准

师资队伍建设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重中之重。为提高教师素养,加强师资建设,印度在教师

教育方面作出了很大的努力。印度自1978年颁布《教师教育课程:一种框架》以来,就十分重视教

师教育培训,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促进教师教育发展。2010年8月,印度颁布的《义务教育教

师任职最低资格标准》,规定了小学、初中、高中教师任职最低标准,这不仅提升了教师队伍的整体

素质,也有利于学校教学质量的提高。2012年9月我国印发了《小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和《中
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相比印度而言稍微滞后。相比印度教师教育课程的科学设置、理论学习

与实际操作的合理分配,我国这方面的探索稍为逊色。2011年10月我国发布了《教师教育课程标

准(试行)》,提出了幼儿园、小学和中学教师教育课程设置标准,探索建构新时期的教师教育课程体

系。在我国教师教育课程设置中,基础课、专业课和教育类课程的学时比例分别为18%、75%和

7%。我国的教师教育培训课程过于强调专业课的学习,而忽视了教育类课程的学习,有可能导致

教师缺乏教学技能[25]。稳步提升教师质量,构建优秀的师资队伍是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必由

之路。因此,我国应该提升教师学历,加大教师职前培养与职后培训,创新教师教育方式,不断完善

教师教育课程体系。
(五)加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投资力度

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百分比,是国际公认的评价各国教育投入的主要指标,也是反映一

个国家教育经费投入能力和重视程度的常用指标[26]。进入21世纪,印度加大基础教育投资力度,
基础教育经费是高等教育经费的2倍以上,公共教育经费占GDP比例较高,预算内教育经费占政



府公共开支的近14%。印度总的预算内教育经费从1990年的1961.585亿卢比增加到2008年的

18649.858亿卢比,其中,基础教育经费占总教育经费的一半以上[27]。相比而言,我国财政性教育

经费投入直到2012年才实现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的4%的指标,教育投

入倾向于基础教育的比例相对于高等教育而言较低,重高等教育、轻基础教育的教育投入结构未得

到根本改变。我国与印度相比,在基础教育方面投入力度不够。有研究表明,“中国财政性教育经

费投入总量应至少达到4.5%以上,才基本上达到国际水平”[28]。因此,要深入推进我国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就必须加大财政性教育投入总量,调整教育投入结构。

五、结 语

进入21世纪,印度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满足本国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顺应世界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的潮流,颁布了国家课程框架,更新课程理念,注重发展学生能力、减轻学生负担,重
视形成性评价和师资队伍建设,采取了一系列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措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也

存在着进一步发展的制约因素。虽然我国在文化传统、管理体制、面对的现实问题等方面与印度存

在着差异,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还是有一些相通的内在规律。因此,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应吸收

和借鉴印度课程改革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综合考察各种制约因素,努力探索,不断深化,积极推动我

国基础教育的良性发展。

参考文献:
[1] DepartmentofSchoolEducationandLiteracyGovernmentofLndia.SarvaShikshaAbhiyan:AProgrammeforUniversalElementa-

ryEducationFrameworkforImplementation[EB/OL].(2007-03-25)[2017-06-23].http://www.education.nic.in/ssa/ssa1.asp.

[2] GovernmentofIndiaPlanningCommission.The11thFiveYearPlan,VolumeⅡ[R].NewDelhi:AcademicFoundation,2007.

[3] 靳润成.国际教育政策发展报告[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306.

[4] 范蔚,褚远辉.比较课程论[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13-244.

[5] 赵忠建.印度基础教育[M].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7.
[6] 陈思.2000年以来印度高中课程改革的特点及其启示[J].滇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16(3):90-95.

[7] 杨茂庆,顾静.新世纪以来印度高中课程改革的特点与目标实现[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0(1):34-37,57.

[8] PINTOSJA.DalitsinHigherEducation:NeedforEstablishingaCounterCulture[J].JournalofHigherEducation,1998(3):398-

404.

[9] MEHROTRAS.ReformingelementaryeducationinIndia:Amenuofoptions[J].Internationaljournalofeducationdevelopment,

2006(5):261-277.

[10] MinistryofHumanResourceDevelopment.GovernmentofIndia.StatisticsofSchoolEducation2010-2011[R].NewDelhi,:Aca-

demicFoundation,2012:66-68.

[1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教育———财富蕴藏其中[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96:1.

[12] 马加力.当今印度教育概览[M].郑州:河南教育出版社,1994:23.

[13] PlanningCommission,GovernmentofIndia.Vision2020:TheReportplusBackgroundPapers[R].NewDelhi:AcademicFounda-

tion,2004.

[14] 王建梁,郭万婷.融入全球追求卓越-澳大利亚国家课程的特点与启示[J].外国中小学教育,2014(3):55-59.

[15] 和学新,李博.21世纪以来法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J].教师教育学报,2016(5):89-100.

[16] 和学新,高飞.新世纪以来俄罗斯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J].当代教育与文化,2014(1):72-79.
[17] NationalCurriculumFramework2005[EB/OL].[2017-06-23].http://www.ncert.nic.in/welcome.htm.

[18] 安双宏.印度教育战略研究[M].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3:229.

[19] 刘媛媛.当代印度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08:17.

[20] PositionPaperNationalfocusGrouponexaminationreformsmay2006[EB/OL].[2017-06-23].http://www.ncert.nic.in/wel-

come.htm

[21] FirstScheduletotheNationalCouncilforTeacherEducation(DeterminationofQualificationsforRecruitmentofTeachersin

Schools)(Amendment)Regulations,2003[EB/OL].(2013-3-29)[2017-06-23].http://ncte-india.org/NCTEACT/chp15(2).

htm.



[22] 王婧.印度教师教育课程计划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师范大学,2011:33.
[23] MinistryofHumanResourceDevelopment,GovernmentofIndia,AnnualReport1994-1995,1998-1999,2008-2009[EB/OL].

[2017-06-23].http://www.education.nic.in/AR/annualreports.asp.
[24] 安双宏.印度地方教育管理探析[J].黑河学院学报,2010(1):81-84.
[25] 万莉,邱小健,陈青.印度基础教育改革及其对我国的启示[J].赣南师范学院学报,2012(4):80-83.
[26] 付谢好,和学新.新世纪以来美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及其启示[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14(3):53-60.
[27] 沈有禄,谯欣怡.印度基础教育财力资源配置差异分析[J].教育学术月刊,2012(1):47-49.
[28] 姚继军,马林琳.“后4%时代”财政性教育投入总量与结构分析[J].教育发展研究,2016(5):17-21.

TheIndianBasicEducationCurriculumReformintheNewCenturyandItsEnlightenment

HEXuexin,YANGDanzi
(SchoolofEducationalScience,TianjinNormalUniversity,Tianjin300387,China)

Abstract:Sincethebeginningofthe21stcentury,inordertomeettheneedsofthesocialdevelopmen-
tandtorespondtothechallengeofinternationalknowledgeeconomysdevelopment,Indiacomplies
withthetrendofinternationalreformandcomprehensivelypromotesthebasiceducationcurriculum
reform.Indiasbasiceducationcurriculum hasbeendevelopingandchangingcontinuously.The
student-centeredcurriculumfocusesonthedevelopmentofthestudentsabilities,reductionofthe
studentsburdens,thesubjectivityconstructionofthestudents,theconsistentcoursesetting,forma-
tiveassessment,curriculummanagementwithunityanddiversityofcontradictions,andthecomplete
educationalcurriculumsystem.However,therearestillsomeproblemsinthebasiceducationcurricu-
lumreforminIndia.Thebasiceducationhasnotyetbeenfullyuniversalandtheunifiededucational
systemhasnotbeencompletelysuccessful.Thecurriculumcontenthasbeenseparatedfromlivingprac-
tice.ConsideringtheadvantagesanddisadvantagesofthecurriculumreforminIndia,thebasiceduca-
tioncurriculumreforminChinashouldsetupthecurriculumideawithharmoniousandunitedglobal-
izationandlocalization,explorethecontentofcurriculumrelatedtolivingpractice,givefullplayto
theinitiativeofthelocal,unitedcurriculummanagement,establishtheteacherrecruitmentstandard-
sandthecurriculumstandardsforteachereducation,andinvestmoreintothecurriculumreformof
basiceducation.
Keywords:basiceducationinIndia;curriculumreform;curriculumarrangement;curriculummanage-
ment;curriculumevalu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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