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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美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趋势通过电子教科书、网络课程和虚拟学校等形

式为美国中小学布局调整、教育模式转换提供了新的可能。美各级各类政府也将数

字化发展作为变革和提升中小学教育质量的重要契机，通过立法、拨款等手段加以

推进。美国上述发展趋势对我国加快相关政策设计、协调整合教育资源、转换中小

学教育教学模式等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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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从１９８０年 代 至 今 经

过三个发展阶段。１９８０年代到１９９０年代中期是

萌发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数字技术手段逐渐

出现在学校或课堂教学中。从１９９０年代 中 后 期

到２０００年中后期是中小学数字化发展趋势的明

朗化的阶段，电脑、网络已经成为中小学必备的

教学手段，并由师生利用的信息工具发展到师生

必 备 的 信 息 素 养 和 新 型 课 程 形 态。从２００７年

“翻转课程”发明和２０１１年加利福尼亚州宣布未

来几年内用电子教科书取代纸质教科书以来，美

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进入加速阶段，未来将实现

对中小学教育教学的整体性改造。
近几 年 来，美 国 中 小 学 课 程 建 设、教 学 实

践、教材应用在数字化方面有了快速发展，美国

政府从联邦到地方也给予法律政策保障和公共财

政投入支持，创新实践潜移默化地转变了美国中

小学教育教学模式，也印证了上述对美国中小学

数字化发展阶段的判断，值得关注。

一、美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的三个表征

美国是十分热衷教育改革的国家。将技术手

段引入中小学校的历史可以追溯到爱迪生发明电

话，随后电影电视、幻灯片投影仪、电脑网络等

均掀起教育教学方式的革新。近期数字化发展已

经成为美中小学教育教学的创新点。技术爱好者

们不满足于将数字化作为一种辅助手段，而试图

将其作为改变当前教育方式和格局的关键要素加

以设计 和 推 进。数 字 素 养 不 仅 作 为 一 项 课 程 内

容，数字化更发展成为改革教育内部结构的一种

实践方式。这一趋势主要有以下三个表征：电子

教科书实现教学资源的重构，虚拟学校成为撬动

公立学校结构改革的新变量，数字化成为网络课

程、翻转课堂、机动式学习、复合式教学等新教

学模式的滥觞。［１］数字化带来的不仅是技 术 层 面

的、微观的课堂内部的或教学实践的改革，而且

是悄然发动了一场从技术到制度的革命。
（一）电子教科书实现教学资源的重构

未来５到１０年是美国中小学课程资源数字

化加速发展的阶段，电子教科书充当了课程教学

资源数字化的急先锋。先来看看全美电子教科书

发展 的 现 况：美 洲 教 育 技 术 官 员 协 会 （Ｓｔａｔ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Ｄｉｒｅｃｔｏｒｓ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委托凯创网络公司 （Ｅｎｔｅｒａｓｙｓ　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对全

美中小学电子教科书使用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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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调查报告 《２０１２年 中 小 学 学 习 方 式》 （２０１２
Ｋ－１２Ｓｔｙｌｅ　ｏｆ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显示，２１％的受访学校

表示已经在使用电子教科书，３６．５％表示计划在

未来一年内使用电子教科书，４２．５％还没有相关

计划。７５％的受访学校表示已经采用网考或网络

测评，１５％的学校表示未来一年内采用网考或网

络测评，只 有５％的 学 校 没 有 相 关 计 划。［２］这 表

明约半数美国中小学已经开始走向资源、教学、
评价数字一体化的进程。

与现实需求相呼应，美国联邦政府积极在全

美中小学推广电子教科书。为首的两个部门是联

邦教育部和联邦通讯委员会 （Ｔｈｅ　Ｆｅｄｅｒａｌ　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ＦＣＣ）。两部门计划在

２０１７年使电 子 教 科 书 在 中 小 学 全 面 铺 开，为 此

成立了专门的工作组———电子教 科 书 协 调 小 组，
负责推动校园数字化学习环境。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３
日，美国教育部长阿尼·邓肯在全美记者俱乐部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ｅｓｓ　Ｃｌｕｂ）呼 吁 全 美 尽 快 采 用 电 子

教科书。他说：“使用电子教科书不只是为了跟

上时代，而是为了赶上其他国家。韩国已经设定

目标要在２０１５年全部 采 用 电 子 教 科 书。”［３］在 联

邦政府的号召和支持下，各州已经开始制定计划

按步骤建设数字化学习环境。州教育技术官员协

会称，２０１０、２０１１两年间至少２２个州采取了推

广电子教科书的措施。［４］其中，加 州 州 长 杰 瑞·
布朗 （Ｊｅｒｒｙ　Ｂｒｏｗｎ）２０１２年９月 签 署 法 案，要

使加州率先在２０１５年全面使用电子教科书。
政府层面的实践至少说明三个问题：（１）数

字化已超越地方教育实践的范畴，需要国家进行

统筹考虑、大力推进，形成中小学新的发展趋势

的变革；（２）数字化已不是微观教育创新，而是

上升到国家教育实力及国际竞争力的层面上加以

统筹考虑的政策方向；（３）数字化在美国中小学

已成为新的发展引擎，成为改革教育教学方式、
内容、结构，提高教育质量的内在驱动力。

（二）虚拟学校成为撬动公立学校结构改革

的新变量

美国中小学教育系统公私二分天下的格局在

被公立特许学校打破、为中小学办学体制开启更

多可能性之后，虚拟学校成为一个更新的、可能

性更大的变量。原来选择家庭教育的学生可以重

新选择公立教育资源，其他有特殊需求和择校意

向的家庭也可以转向虚拟学校，甚至建立在教学

资源数字化基础上的 “翻转课堂”等新的教育模

式将改革整个公立教育的形态。
根据美 教 育 组 织 “长 青 教 育 集 团” （Ｅｖｅｒ－

ｇｒｅｅｎ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Ｇｒｏｕｐ）的 研 究 报 告，２００７年

全美３０个州建立了州一级的虚拟学校或类似的

在线学习项目，到２０１１年已经有４０个州开设了

上述项目。［５］联邦教育部教育改革数据中心 （Ｃｅｎ－
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ａｔａ）的统计显示，２０１１
年全美已有１６万中小学生就读全日制的网络特许

学校 （Ｆｕｌｌ－Ｔｉｍｅ　Ｏｎｌｉｎｅ　Ｃｈａｒｔｅｒ　Ｓｃｈｏｏｌ），而２０００
年该数字只有不到６万，此后缓慢发展，到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两年快速推进，从不到１２万发展至今天的

数量。在此推动下，美全日制网络特许学校数量

也在逐年增加，从２０００年的不到５０所，到２０１１
年增加到２５０所 （见下图）。

全日制网络特许学校数量

资料来 源：教育改革数据中心 （Ｃｅｎｔｅｒ　ｆｏ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Ｒｅｆｏｒｍ　Ｄａｔａ）

如果虚拟学校在物理空间上为中小学教育提

供了更大的可能性，２００７年 “翻转课堂”的发明

则几乎颠覆了传统的教学模式，到校上课、班级

授课等传统公立教育形态，都有可能随着数字化

的进一步发展，转向私人定制课程和个别化教学。
（三）数字化成为创新课程教学模式的滥觞

随着各州政府的积极推进，地方学区和学校

急切意识到建设网络课程的必要性，虽然这一趋

势对传统教学提出了挑战，受到教师协会等组织

乃至一些教育专家的质疑，但美国中小学积极探

索并推进网络课程的步伐已不可阻挡。数字化带

来的创新教学模式，随着网络手段及网络课程的

发展，已经悄然渗透到全美中小学中。

１．学区网路课程建设模式

迄今为止，地方学区推进中小学网络课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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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通过以下三种方式。（１）同网络课程内容提供

商合作，发展本学区的网络课程。如佛罗里达州

要求地方学区根据有关中小学数字化新规定，为

学生至少提供三个版本的网络课程。佛州沃卢夏

郡学区 （Ｖｏｌｕｓｉａ　Ｃｏｕｎｔｙ）跟得克萨斯州奥斯丁

的网 络 课 程 提 供 商 “学 习 指 南 针”（Ｃｏｍｐａｓｓ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签订了协议，合作建立本学区的网络

课程。（２）学区、学校之间联合，资源共享，形

成学区学校联盟网络课程。如犹他州，一些学区

组成了学校联盟，利用现有的优秀教师和课程，
通过网络或者课件共享资源。参与联盟的每个学

校都要贡献教师、课程和服务，贡献多少取决于

该校运用网络资源学生的比例。有６６　０００名学生

的法明顿 （Ｆａｒｍｉｎｇｔｏｎ）学 区 与 其 他 七 个 学 区 一

起建立了课程联盟，为学生提供网络课程。各学

区的职责任务量根据本学区学生规模以及网络课

程利用率来确定。２０１１学年本学区有１１　３００名学

生通过课程联盟选修了课程。（３）采用网络课程

提供商的网络课程。如现在有４０多个州的约８００
个学区采用 “Ｋ－１２公司”的网络课程。

２．学校创新教学模式

根据州和学区所提供的网络课程资源，学校

也致力于 改 变 学 生 的 学 习 模 式 和 教 师 的 教 学 模

式，主要的创新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１）允许

学生在校学习的同时注册网络课程。学校通过上

述做法积累了传统课程、网络课程并用，相互交

叉、相互补充的经验。如佐治亚州的多数学区允

许学生 跨 学 区 选 修 网 络 课 程，大 大 拓 展 了 原 有

“磁石学 校”① 由 于 物 理 距 离 或 班 容 量 带 来 的 限

制。甚至不少学区已经开始考虑通过他们的创新

网络课程招收外学区的学生。（２）课程教学不再

受到 “教师中心”和 “学生中心”的限制，实现

以有效资源为背景的以 “学习中心”的转变。使

基于互联互动网络的 “个体学 习” “小 组 学 习”
“班级学习”突破时 空 的 限 制，延 伸 了 教 学 组 织

形式的范围。（３）课程教学得到高效整合。呈现

方式的变化，使原有教学演绎教材的模式转变为

镶嵌、融合的模式。教学模式改变了课程的统一

性、普遍性、模式化，转而形成了个别化、差异

化、动态性等特征。多媒体手段也不再限于对教

室或学校外世界的真实再现，更在于对逻辑和概

念进行形象化或形式化的处理，促进对复杂事实

知识和程序性知识的理解。

二、美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的两大助力

美国中小学数字化从微观的教育实践形成现

今宏观的教育发展趋势，政府起着十分关键的作

用。前期推动作用较明显，如联邦政府的 “国家

教育技术计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Ｐｌａｎ，ＮＥＴＰ），主要靠项目推进。今后一段时期

随着中小学数字化实践的发展，管理、规范的作

用将进一步加强。总体来看，各州政府主要通过

立法和拨款为中小学数字化发展提供两大助力。
（一）教育立法提供发展依据

美国各州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一系列政

策，对规范中小学数字化发展起到关键作用。各

级政府都认识到借此契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改

进中小学教育质量，与社区学院及大学网络教育

接轨，养成公民信息素养、终身学习的习惯，最

终实现基础教育革新的重要性。

１．立法保护数字化发展空间

由于各地公立学校处在民选的教育委员会的

管理之下，同时教师工会发挥较强的制约作用，
公立学校改革的惰性和垄断意识较强，各州有时

不得不从上到下推行改革，主要是依靠制定新的

法律法规，同时给社会力量参与基础教育改革创

造机会。数字化发展的立法也体现这一特色。如

２０１１年犹他 州 出 台 法 律，规 定 学 区 不 得 干 涉 高

中生自由选择网络课程，由州来负责网络课程的

审查。具体条文规定：“高中学生可以在本州任

何当地的教育机构修习网络课程。”佛罗里达州

也出台一系列有关在线学习的法律法规，规定学

区不得阻止学生采用虚拟学校的课程，还要求学

区为无法到校或不想到校学习的学生提供至少三

个版本的网络课程。

２．立法促进学校的数字化建设

在数字化发展问题上，由于传统形成的教育

责权利链条，州政府比学区更加积极，学区则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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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更加积极，学校则比教师更加积极，教师则

比家长态度更加积极。如佛罗里达州法律积极推

进网络课程进校园，要求学生在高中毕业前至少

选修一门网络课程，发展学生的网络学习能力。
佛罗里达州为此开办了州一级的虚拟学校 “佛罗

里达州虚 拟 学 校” （Ｆｌｏｒｉｄａ　Ｖｉｒｔｕａｌ　Ｓｃｈｏｏｌ，简

称ＦＬＶＳ），为小学到高中的学生提供网络课程。
“佛罗里达州虚拟学校”已经成为美国最大的州

资助的网络学校，２０１１～２０１２学年有２６万学生

注册。

３．立法鼓励高效数字化竞争

一些州的新法规引入了竞争机制，用数字化的

发展趋势给传统学校带来办学压力。要求学校必须

提高教育质量，改善教育服务，把学生留在学校，
否则学生将流向网络课程甚至网校。其积极影响是

迫使传统教学提高效率，或与新技术相结合共同提

升教学效果。根据佐治亚州的测算，高中学生修习

一门网络课程获得一个学分的平均费用是２５０美

元，而传统的在校就读上述费用是３６０～８００美元。
在性价比上，网络课程占优势。犹他州规定如果学

生选择网络课程，州政府也要为学生支付教育费

用，费用根据课程而定，高中平均一个学分的课程

资助为５４９美元。公立学校系统将因此而失去这笔

经费。还有一些州出台了有关规定，如要求网络课

程质量逐年提高，规定网络课程如何审核筛选等，
这些规定使得网络课程提供方不仅互相竞争，还要

与传统学校竞争生源，这对改革中小学传统教育模

式，利用高科技革新教学方式，提高教学质量，带

来光明的前景。
（二）公共财政提供保障

除了联邦政府的项目拨款，州和学区是教育

经费的主要来源。为了促进中小学数字化发展，
各州出 台 了 不 同 类 型 的 资 助 政 策，为 电 子 教 科

书、网络课程及虚拟学校的起步和可持续发展提

供坚实的基础。总体来看，其资助模式主要有以

下几种。

１．按项目拨款

有些州或学区将数字化建设委托给一些专业

机构来实施，对专业机构按照项目承包的方式进

行拨款，这一资助模式主要适用于一些刚开始建

立数字化发展制度的州。如弗吉尼亚州的维也纳

学区 （Ｖｉｅｎｎａ）将 网 络 课 程 建 设 委 托 给 了 专 做

网络课 程 的 非 营 利 机 构 “Ｋ－１２在线学习国 际 联

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ｆｏｒ　Ｋ－１２Ｏｎｌｉｎ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科罗拉多州的杜兰戈学区 （Ｄｕｒａｎｇｏ）
将网络课程项目委托给了 “长青教育集团”。两个

学区每年向两个机构拨款，同时两个机构有义务

接受学区对网络课程建设和使用的质询。这样的

资助模式有助于州和地方学区启动数字化教育项

目，可以使项目快速上马，快速投入使用。不过

当项目一旦走向正规，这种间接资助模式由于第

三者的介入，不利于数字资源的长期维护。

２．依法按比例拨款

一些州根据本州的法律法规，按照网络教育

使用量占本州基础教育学时数比例进行拨款。拨

款直接用于网络课程、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课

程建设、有关人员和教师的职业发展等。有些州

认识到网络教育的潜力，设定了较优惠的拨款比

例，使网络课程得到强有力的支持。比如，肯塔

基州网 络 学 校 就 是 州 按 比 例 拨 款 资 助 的，２０１１
年的拨款额度是１８０万美元。弗吉尼亚州虚拟学

校也主要靠政府固定比例拨款运营，少部分靠向

注册网络课程的外州学生收费。
按比例拨款的资助模式随着州及地方教育财

政状况的变化而变化，当财政状况好的时候，网

络教育项目或学校就能快速发展；当教育财政出

现困难的情况下，网络项目也随之受累。如弗吉

尼亚虚拟学校２０１０、２０１１学年的 拨 款 额 度 就 比

２００９年少了１／３，从３００万美元减少到２００万美

元。固定比例的拨款也使享用网络课程资源的学

生数量受到限制。网络课程的需求不断扩大，但

相应的法律法规以及拨款比例却必须通过一个周

期或相应的立法程序来修改，势必滞后于形势的

发展，也会限制有关机构的操作空间或进取心。

３．生均经费配置模式

生均经费配置模式，顾名思义，是根据注册

网络课程学生人数多少来资助网络教育。网络课

程为学生提供的是一种灵活的学习方式，学生可

以根据他们自己的进度，利用课内或课外时间上

网学习，上述资助模式为了适应网络学习的灵活

性，同时采用了结果导向的做法，就是按照实际

通过网络课程获得学分学生的人数，进行生均经

费配置。如佛罗里达州和犹他州，不是根据学生

的上课时间，而是根据学生是否结课或者拿到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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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来拨款，适应了网络课程的特点。

４．按实际用量资助

一些州的网络学校，特别是学区一级的网络

教育项 目，按 照 日 流 量 或 者 平 均 日 流 量 获 得 资

助，即按照实际用量成本来获得资助。该资助办

法鼓励各学区开发网络资源辅助日常教学。在这

种资助模式下，学区通常只计算日常上学时间内

的用量，学生周末或校外的使用不计算在内，限

制了网 络 课 程 的 使 用 和 作 用 的 发 挥。如 爱 达 荷

州，特许网络学校就根据实际用量获得资助，学

区不仅计算使用网络课程的学生数量，还计算学

生每天的使用时间。

５．按特许学校资助

一些建有网络特许学校的州，按照特许学校

的资助方式来资助网络特许学校。如密歇根州刚

刚授权成立两所网络特许学校，资助标准等同于

普通特许学校。但是有的网络学校招生超出了学

区的范围，不仅招收本学区学生，还招收外学区

学生，甚至全州招生，不同学区学生的生均经费

不同，给学区间公立教育财政的流转带来新的问

题。有些州为了解决这一问题，采取了一些变通

的做法。用州平均生均经费资助网络特许学校。
比如，威斯康星州教育厅规定了本州网络学校统

一的生均经费，各学区各类型网络学校都可以开

放招生。不过上述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一些网

络特许学校按照州平均生均经费获得资助，却发

现比当地普通的特许学校经费少，同样出现了不

平等现象。宾夕法尼亚州进而发明了资助随学生

走的模式。网络特许学校根据来自不同学区学生

的实际人数和学生所在的学区的生均经费向学区

要钱。迄今为止，该种资助模式是最受网络学校

欢迎的模式，因为网络学校跟普通学校取得了平

等的待遇。

三、美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的启示

在我国目前社会、经 济、文 化 发 展 阶 段 下，
信息技术对基础教育的快速全面改造已经具备了

初步条件。２０１２年７月１９日，中国互联网信息

中心 （ＣＮＮＩＣ）发布的第３０次中国互联网络发

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中国互联网普及率已经达

到约４０％。卫星 宽 带 传 输 网 和 互 联 网 的 相 互 补

充已经基本覆盖全国中小学，数字教学环境初步

建成。根 据２０１２年 教 育 部 统 计，１６％的 小 学、

４６％的 初 中 和７７％的 高 中 已 经 建 成 校 园 网。

２５％的中 小 学 以 多 种 方 式 接 入 互 联 网，其 中 以

１００兆以上宽 带 接 入 互 联 网 的 中 小 学 达２万 所。
国家基础教育资源库初步建成，涉及７大类，３６
个学科。教育部还计划用１０年的时间提高所有

中小学在信息基础设施、教学资源、软件工具等

方面的基本配置水平，将资助农村学校实现班班

通，为欠发达地区共享优质教育资源奠定基础。
可以看出，我国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而与此相反美教育制度固有分权低效的特征，我

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在现有的中长期规划下，已

经具备与美国等先进国家齐头并进的初步条件。
我国要赶上美国中小学数字化发展 的 步 伐，

甚至在不久之后与之齐头并进，可以参考其以下

做法。（１）建立制度保障机制。虽然我国已经制

定了中小学信息化发展的有关规划，但重点还是

推进基础设施和资源的保障。在制度领域，如有

关法律法规体系的制定、投资保障制度的建立、
标准规范及监管措施的配套等还需加快推进。以

数字资源质量的审核、选用、更 新、维 护 为 例，
对中小学 内 部 来 说，涉 及 课 程、教 材、教 学 方

式、教师培训等多个领域的转变；对教育系统外

部来说，涉及各类教育机构、商业机构、社会机

构等，政府必须参与其中协调管理。再如，稳定

的经费保障机制，数字资源与传统教学资源的重

新配置，以及教育、出版、通信行业的协作，都

需要在政府或政策层面加以设计。（２）对由中小

学数字化发展趋势所带来的教育格局的调整有所

准备。现在，通讯、技术或教育出版等教学资源

及支持机构正在尝试从后台走向前台。由于网络

教育的智能化，美一些知名的教育内容提供商都

在积极探索通过数字化手段，为中小学直接提供

教育课程和服务，中小学生可以直接通过网络课

程获得学分，乃至获得整个基础教育服务。美地

方学区也有意直接从教育服务提供商手中为义务

教育阶段学生购买教育服务。这将直接影响公私

立中小 学 两 分 天 下，重 新 构 建 新 的 基 础 教 育 体

系。（３）高层次、多样化的数字化教学资源的建

设积累。现阶段我国中小学数字化教学资源的主

流仍是传统教学资源和教学模式以多媒体或网络

传输的方式呈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内涵式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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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如教师、学生、数字资源的镶嵌融合互动式

模式，适 合 以 学 习 为 中 心、满 足 个 性 化 学 习 需

求，集学习、评价、反馈为一体的智能化数字教

学模式或资源仍然匮乏。因此，需要教 育 教 学、
技术等多层次的深入沟通、试验和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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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课程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机构 （ＡＣＡＲＡ）致力于为所有澳大利亚学生提供高质量的课程，促进教育公平。学校对

进入学校的学生学习要求非常严格，学校课程 具 有 挑 战 性，而 且 学 生 可 以 在 学 习 中 提 出 个 体 的 学 习 需 求。教 师

基于学生的兴趣、特长、学习目标和学习需求来发展教 学 项 目，并 满 足 学 生 认 知 的、情 感 的、身 体 的、社 会 的

和美的需求。因此，澳大利亚的课程具有多样性的 特 征，这 种 多 样 化 可 以 保 证 所 有 学 生 参 与 到 澳 大 利 亚 的 课 程

学习中来，为澳大利亚国家立体设计的课程提 出 建 议，从 而 使 课 程 更 好 地 适 应 学 生 需 求；为 有 特 殊 需 要 的 学 生

提供特殊的课程建议，这些学生包括有学习障碍的学生、有天赋的学生、以及英语非母语的学生。
为澳大利亚年轻人量身打造的 《墨 尔 本 教 育 目 标 宣 言》（以 下 简 称 《宣 言》）为 澳 大 利 亚 课 程 提 供 了 政 策 框

架，《宣言》包括两个目标：第一，促进澳大利亚教学公平和先进性；第二，使所有的澳大利亚学生可以成为成

功的学习者，自信、有创造力的个体，以及积极参与的公民。《宣言》强调知识、理解技能的重要性，基本技能

和跨学科理解能力成为２１世纪学习的基础。《澳大利亚课程形成（第四版）》也提出了一些适合所有学生的建议：
每个学生都要能够学习，学生的需求很重要；学生 有 资 格 学 习 知 识 和 技 能，为 终 身 学 习 和 参 与 澳 大 利 亚 社 区 生

活提供坚实的基础；教师应该对学生抱以较高 的 期 望；学 生 的 需 求 和 兴 趣 不 断 发 生 变 化，学 校 和 教 师 应 该 根 据

这些变化的需要和兴趣不断对课程作出改进和完善。
学习领域、一般能力和学科间优先级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让教师可以通过个性化教学满足学生的多样化需求。

针对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澳大利亚政府建立了 一 个 适 用 于 所 有 学 生 的 课 程 流 程，该 流 程 不 考 虑 学 生 的 背 景、学

习进度、或者学校所在位置等因素，保证所有的学生有同样的接受教育的机会和选择。
（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　王晓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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