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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国庆前

夕，邓小平同志为北

京景山学校题词 ：

“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

未来。”在“三个面

向”的指引下，我国

的教育事业蓬勃发

展，取得了举世瞩目

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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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B 以“三个面向”为指针，深化教育改革

AA “三个面向”的历史由来

为什么要请邓小平同志

题词？

从景山学校进行的教育
改革试验的需要来说。

景山学校是 1960 年由

中宣部创办的、专门进行城

市中小学教学改革试验的学

校，由于学校在中宣部的直

接领导下进行教改试验，所

以能及时了解到党中央关于

国内外教育发展形势的分析

和有关中小学教学改革的精

神，并能及时听到毛泽东、刘

少奇、周恩来、邓小平以及当时

直接主管教育工作的国务院副

总理陆定一等领导关于当时教

育工作的具体意见。因此，当时

学校总是根据中央领导的精神

来研究和制定学校的教改试验

方案。

到1983年，学校的教改试验

进入到中小学教育全面改革的新

阶段。这个时期，也正是国家进

入到一个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

化建设新局面的历史时期。在这

样的形势下，中小学整体改革应

该按照什么方针来改革？带着这

个问题，景山学校学习了党的十

二大文件和邓小平有关教育的讲

话，很自然地想到了要请邓小平

为学校题词，给学校指明在新时

期教育改革的方向。

从邓小平对景山学校教改
试验的关怀和支持来说。

邓小平一贯高度重视教育

的改革和发展，也很关心和支持

景山学校的教改试验。

1977 年，邓小平在一次与

外宾谈到提高教育质量问题时，

还举了景山学校小学数学教材

改革的例子：中国的孩子并不

笨，能够学习很多先进知识，比

如北京景山学校搞的数学试验，

小学生能学几何、代数。这给了

我们极大的鞭策。

同年，邓小平与中央两位领

导谈话时指出：“办教育要两条

腿走路，既要注意普及，又要注

意提高。要办重点小学、重点中

学、重点大学。”1977年底，教育

部落实邓小平关于办重点学校

的指示，在全国确定了 20 所中

小学作为教育部的重点学校。

北京市共有两所，其中就有景山

学校。

1978年3月28日，邓小平在

谈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

则时指出：“现在小学

教员的工资太低……

一个好的小学教员，他

付出的劳动是相当繁

重的，要提高他们的工

资。将来有些教得很

好的小学教员，工资可

以评为特级。”不久，根

据邓小平谈话的精神，

景山学校报请教育部

批准，授予学校的小学语文教师

马淑珍、小学数学教师郑俊选、

小学英语教师方碧辉 3 名小学

教师为特级教师。把小学教师

提到如此受人尊敬的地位，这在

我国还是首次。这一具有突破

性的措施得到了邓小平的亲自

批准。

从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过程
来说。

1982年党的十二大的胜利

召开，标志着我国开始进入全面

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

面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我

们正面临着国际上新技术革命

的挑战。而邓小平“三个面向”

的题词，就是在这样一个大的时

代背景下，为了全面开创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同时也是

为了迎接国际新技术革命的挑

战提出来的。

在邓小平理论形成的过程

中，特别是在邓小平 1977 年重

新出来工作后，他特别强调要重

视中小学教育工作。邓小平说：

“我自告奋勇管科教方面的工

作，中央也同意了。我们国家要

赶上世界先进水平，从何着手

呢？我想，要从科学和教育着

手。”“抓科学技术必须同时抓教

育，从小学抓起，一直抓到中学、

大学”“高等院校学生来源于中

学，中学生来源于小学，因此要

重视中小学教育。”

在上述三方面的历史背景

下，景山学校于1983年9月7日

以全体师生的名义给邓小平同

志写了一封信。这封信9月8日

送出，9 月 9 日邓小平同志就题

了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9 月 10 日，题

词送到学校。当天，全校师生隆

重集会，对题词进行了传达和学

习。9月11日，全国各主要报纸

都在第一版刊载了邓小平的题

词，并作了报道。从此以后，景

山学校就和全国广大教育工作

者一道，在“三个面向”的战略思

想指引下，积极进行中小学教育

的改革试验，为探索具有中国特

色的社会主义教育的模式作出

贡献。

1983年邓小平同志题词以

后，景山学校在认真学习“三个

面向”精神实质的基础上，注意

总结汲取国内外教育改革的基

本经验教训，制定了“全面发展

打基础，发展特长（现改为发展

个性）育人才”的综合整体改革

方案。在教育理论、学制年限、

课程设置、教材内容、教学方法、

教学手段、考试制度、课外活动、

劳动教育、发展个性特长教育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的综合整体改

革试验，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和有

益的经验。

在学制改革方面，为了大

面积提高初中的教学质量，解

决长期存在的负担重、质量低、

初二学生两极分化、落后面大

的老大难问题，1982 年景山学

校在全国率先进行了学制改革

试验，将中小学的学制由“六·

三”制改为“五·四”制。这一改

革试验结果表明，这种新的学

制有利于全面贯彻教育方针，

减轻过重的课业负担，使全体

学生受到全面发展和发展个性

特长的教育，基本上解决了初

二两极分化的难题。“五·四”学

制的试验得到了原国家教委领

导的肯定，对于全国的学制改

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为了大面积提高教育质量，

从片面追求升学率的“单纯应试

教育”向“公民素质教育”转轨，

1984年景山学校又在全国率先

进行了“小学、初中九年一贯制

整体改革试验”。试验证明，实

行小学初中九年一贯（五·四分

段），取消了小学升初中的选优

淘汰的升学竞争以后，可以使

上、中、下三类不同学习水平的

学生都能在自己原有的基础上，

得到比较好的全面发展和个性

特长的发展。这样就从学制上

解决了从“单纯应试教育”向“公

民素质教育”的转轨问题。

在课程改革方面，学校一直

按照德、智、体、美、劳五育的要

求全面安排课程，同时强调扎扎

实实打好语文、数学、外语三门

基础工具课的基础，提高学生独

立获取知识的能力。因此，景山

学校始终把这三门学科放在课

程体系中的主体地位，建立以学

科教学为主，课外活动、劳动和

社会实践为辅；以必修课为主、

选修课为辅的课程体系。1978

年，学校在全国最先从小学一年

级开设自然课的教改试验基础

上，把小学的历史、地理学科和

过去各门课都不讲的社会生活

常识，综合为一门“社会”课进行

教改试验，还进行“形体”课、“体

育与保健”课的研究与试验。此

外，景山学校还把课外活动、参

加社会公益劳动和社会实践活

动列入课程，从未间断。

在教材改革方面，景山

学校小学的语文、数学、外

语一直使用自编的教材。

1983年邓小平同志“三个面

向”题词以后，根据题词精

神，景山学校进一步考虑如何实

现教材的现代化和科学化问题，

对教材进行了改编。为适应普

及九年义务教育的需要，遵照国

家关于编写中小学教材“要在统

一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行多样

化”的规定，自编了《五年制小学

语文实验课本》和《五年制小学

数学试用课本》，都经“全国中小

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学科审查委

员会”审定，可供五年制城镇小

学试用。

为了面向世界，景山学校与

国外教育界建立了广泛的联系，

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洲教育

革新发展计划的联系中心之一，

经常参加该组织召开的国际学

术会议。自 1984 年以来，先后

与美国、法国、韩国等国家和地

区的学校建立友好关系，定期派

师生互访。这无疑是景山学校

落实“教育面向世界”的具体行

动。

（摘自《人民教育》）

邓小平为景山学校题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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