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摘 要：小学教育是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青少年

学习态度和习惯的养成起着关键作用。随着科技和信息社会的

发展，小学阶段教育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明确时代背景下小

学阶段的培养目标对教育活动的开展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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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教育作为国民教育的基础， 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了

奠基石的重要作用，同时小学生具有学习能力强、可塑性高等

特点，小学阶段教育对人才培养有着深远影响。随着社会发展

和科技进步，小学教育的目标也呈现出新的时代特征，突破了

传统的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宽泛目标，多元教育成为新的

趋势。
一、中西方基础教育情况对比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国家实行学前教育、初等

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的学校制度。 初等教育，即小学教

育，是国民教育的基础，是人口素质形成的奠基工程。在中国，
小学教育的对象一般为 6－12 岁的儿童。 中国的基础教育起

步较晚，也具有独特的国别特征，跟西方国家相比具有一定的

差异性。
英美国家的基础教育经过多次改革， 主要趋势是重视价

值观教育和学生精神、道德发展；加强社会公民的培养；以基

础学科为核心改善教育质量； 注意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统

一和灵活性的结合；努力提高学生的信息和交流技术等能力。
我国从 1993 年颁布《中国教育发展和改革纲要》以来，对小学

阶段学生培养目标定为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小学阶段教育目标

（一）兴趣培养

教育先圣孔子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人若志趣不远，心不在焉，虽学无成。 小学生的年龄阶段

决定了他们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好奇心，儿童心理学研究表明，
5-6 岁的孩子已经具备抽象思维能力和稳定的心理特征，并

爆发出较强的求知欲望。 小学阶段是培养孩子兴趣爱好的关

键时期， 激发学生的兴趣并促使学生养成思考动脑的习惯应

放在首位。 在学习二战史时，美国小学给 10 岁的学生布置的

作业是“如果你是杜鲁门总统的高级顾问，你将对美国投放原

子弹持什么态度”“你认为谁应该为这场战争负责”。此类的开

放性题目为小学生开启了智慧之门，对教师也是很大的挑战。
对历史感兴趣的学生会洋洋洒洒给出诸多解释， 不局限于课

本，同时学生在准备作业的时候也是一个促进思考的过程，并

给出独立的判断，而思考的过程又能激发学生更大的求知欲。
两者互相促进，相辅相成。

一个有趣的思考， 胜过学富五车的背诵； 一场激烈的讨

论，胜过写十页田字格；一次野外的涉足，胜过无数次看图识

画。 呵护好学生一颗好奇探索的初心，并让这种子发芽开花，
成长为求知路上的原动力，才是对学生最大的教育。

（二）实践动手

教育目标是教学活动的出发点， 也是检验教学活动的标

准，和教学改革的依据之一。但目前升学选拔制度对学生的应

用和实践能力的考察尚未充分体现，偏离了既定教育目标，从

而导致存在重分数轻能力，重理论轻实践的误区，并影响教学

活动的设计和教育资源的分配。
课程教育是小学教育阶段主要的表现形式， 也是教学活

动的重要载体， 因此教师在进行课程教育时应将实践能力培

养设计到授课中，通过“现场模拟”“分角色朗读”“上机操作”
等方式让学生进入情境中学习，增强学生的应用能力。科学课

堂上可以动手制作机器人，操作无人机；信息技术课堂上教授

如何上网检索信息；英语课堂上敢于开口交流并表演话剧。这

些技能的培养应该贯穿小学教育的全过程。
（三）创新能力

随着“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深入实施，全国掀起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在教育领域也引发了人才培养目标和模

式的变革。 当智能制造、大数据、云计算和互联网应用成为社

会发展的趋势时，对小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也成为时代要求。
我国的中学生可以在国际各类奥林匹克竞赛中连连夺冠，但

我国科学家荣获“诺贝尔”奖的人数却寥寥无几。 中国学生的

基础科学知识扎实，小学阶段的数学计算能力远超欧美国家，
但为什么能在世界范围内做到行业领先的少之又少。 是什么

禁锢了我国学生的发展后劲？ 创造力该如何培养？
创新能力是一种能积极改变自己、 改变环境的应变能力

和创造能力。创新能力培养的基础是创新意识的培养。思维决

定行动，创新离不开思维方式的转变。作为教育工作者应注重

培养学生多向、逆向思维；鼓励学生大开脑洞、充分发挥想象；
摒弃传统的唯一答案式教学方式，突破固定思维模式的限定。
创新思维需要合适的环境土壤去栽培， 首先应突破传统课堂

的束缚，引进智慧课堂，以自主学习为主、教师辅导为辅的授

课形式进行，并结合小组讨论、代表展示等形式激发学生参与

的热情。同时注重培养学生动手能力。“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

此事要躬行”是古人对动手践行最高智慧的总结，只有在操作

中学生才会发现并验证书本中说的是否正确， 并触发自己的

思考，进而提出更好的解决方法。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小学阶段教育应在关注学生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同时，以兴趣培养、实践动手能力培养和

创新能力培养为目标，坚持以人为本，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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