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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是大学本科设置的一个新专业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设立既

解决了我国小学教师提高学历的问题 ,又为我国师范教育由三级向二级过渡在培养模式上提

供了新思路。小学教育的专业定位应当是培养综合性复合型小学教师;在课程设置上应突出

综合性 ,保证学科基础和教学技能的培养;在教学方式上应更贴近小学教育实践 ,以提高学生

的适应能力。

关键词:小学教育;培养模式;课程设置

中图分类号:G423.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03(2008)04-0073-06

Research on elementary teacher cultivation mode

in four-year undergraduate programs
MA Yun-peng1 ,XIE Shu1 ,ZHAO Dong-chen2 , LI Ye-ping3

(1.School of E ducation Science , Northeast Normal University , Changchu 130024 , China;2.School of Education

S cience , Harbin Normal University , Harbin 150025 , China;3.Texas A&M University , Texas 77843 , U .S .A)

Abstract:Specialty of elementa ry education , which is a new specialty of undergraduate

educat ion , can no t only improve academic deg rees of elementary school teachers , but also

provide a new cultivat ion mode of no rmal educat ion w hen normal education is f rom second

level to third level.The cult ivating objectives of specialty of elementary educat ion should be

compound elementary teachers;i t should stress comprehensiveness and fo cus on basis know l-

edge of discipline and teaching skill s at curriculum structure;and the approaches to teaching

should be closed to the real pract ic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to improve the social adaptabili-

ty of stu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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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 ,提高中小学教师学 历水平的要求越来越迫切。许多国家在 20世纪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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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前就将小学教师培养纳入高等教育行列。美国早

在 20世纪 30年代就有两个州要求小学教师具有学

士学位 ,并在 40 年代基本完成小学教师本科化培

养。日本(1949年)、英国(1972年)作出明确规定 ,

小学教师必须具有学士学位。此外 ,一些发展中国

家也实现了小学教师本科化培养。[ 1]

我国从 20 世纪 80年代初至今 ,高师小学教育

专业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 、从点到面 、从部分省市到

全国普遍发展的过程 。1997年 ,教育部提出将小学

教育专业纳入普通高等教育的范畴 ,并成立了“培养

本专科学历小学教师专业建设研究” 课题立项组 。

1998年 ,南京晓庄学院开始试办本科学历的小学教

育专业。
[ 2]

1999 年教育部正式批准在东北师范大

学 、首都师范大学 、上海师范大学 、天津师范大学等

设立小学教育本科专业 ,并于同年进行招生 ,这标志

着小学教育专业已经成为我国高等教育体系中的一

个正式专业。截至 2007年底全国已有 69所高等师

范院校开办小学教育本科专业 ,还有一些综合性师

范大学如华东师大 、西南大学 、南京师大等开始招收

并培养小学教育专业的教育硕士。[ 3]

近年来许多学者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建设问题

开展了很多研究 ,对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定位 、培养

模式 、课程结构等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进行了分析

和探索 ,但其中仍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不同的处理模

式。本文将结合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和部分实证研究

结果 ,对这些问题做进一步分析 ,并对小学教育本科

专业发展提出建议。

一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定位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建立伊始 ,需要解决的重要

问题就是培养定位问题。以往的师范院校本科专业

是面向中学设立的 ,其专业设置如数学 、物理 、化学 、

生物 、语文 、历史 、政治 、地理 、外语等与中学的学科

课程设计是对应的 ,其培养目标也非常明确 ,即培养

中学需要的相应学科的教师。而小学教育专业与这

些专业相比有所不同 。它不是以学科为基础 ,也不

是专门培养某一个学科的小学教师 ,而是将小学教

育作为一个专业 ,即培养小学教师的专业。因此 ,小

学教育专业定位与以往师范大学各专业的定位存在

很大的不同。如何定位小学教育专业 ,是小学教育

专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问题 。

关于小学教育专业定位有不同观点 。
[ 4]
有学者

认为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应定“性”在教育 ,定“向”在

小学 ,定“格”在本科;也有人认为小学教育的培养定

位为:培养德 、智 、体 、美诸方面全面发展 ,学有专长 ,

具备小学教育专业知识 ,能胜任小学教育 、教学工

作 ,具有现代教育理念并能从事教育科研的小学教

育工作者;还有学者认为应培养的是创新型小学教

师和小学教育行政管理人才 。

我们认为 ,小学教育属于初等教育 ,其性质和以

学科为重点的中等教育有所不同 ,小学的课程设置

与教学方式应以综合为主 ,小学教师对学生的影响

更应当是综合的和全面的。因此 ,小学教育本科专

业的定位是 ,培养具有扎实宽广的专业知识与技能

和良好的综合素质的复合型小学教师 。小学教育本

科专业的定位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理解 。

其一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是培养小学教师的专

业 。以往师范大学都是培养中学教师 ,大学本科定

位也是以培养中学教师为目标。小学教育专业进入

大学成为本科专业之一 ,第一次将小学教师的培养

纳入大学体系 ,这是一种新的探索和尝试 。培养小

学教师这一基本属性决定了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建设

应紧紧围绕如何培养适合现代社会和教育发展需要

的小学教师这一基本目标来思考和研究。

其二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是具有本科水平的专

业 。以往的师范大学各种专业主要是以学科专业水

平来确定本科层次 。中文 、数学 、物理 、化学等学科

专业都有自身的本科水平标准 ,是以分科的学科专

业为特征 ,培养的是相应学科的中学教师 。但这些

标准并不是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标准 。小学教育作

为一个区别于其他学科的本科专业 ,应当建立自己

的本科水平 。而这个本科水平不是简单的“学科+

教育” ,即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本科层次的学科教育 ,

再加上教育理论与技能类的课程 ,应当有适应小学

教师需要的具有小学教育独特性的本科水平。同

时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又不同于中等师范的小学教

育专业 。虽然目标都是培养小学教师 ,都具有一定

的综合性 ,但是起点和达到的层次不一样 ,中师的起

点是初级中学层次的普通教育 ,而小学教育本科专

业的起点是高级中学层次的普通教育 ,达到的目的

是大学层次的通识教育 ,特别在教育理论 、对儿童身

心发展规律的把握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区别 ,在文 、理

学科理论知识的掌握程度上 ,要求也大大提高 。[ 5] 如

何确立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标准 ,是应当认真研究

和探索的问题。在目前不同的培养模式下 ,对这个

问题的理解也不尽相同 。

其三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是一门综合性的专业。

本科水平的小学教师应具有更多的通识性知识 ,具

有多学科专业基础 ,了解小学教育教学规律 ,适应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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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多个学科教学和班组管理的需要 。从这个意义上

说 ,大学本科的小学教育专业同以学科为本的本科

专业存在着明显的不同 ,其定位是培养综合型的全

面发展的小学教师。即培养的学生既具有一定的人

文素养 ,又具有较全面的科学素养;既具有小学基础

学科的专业知识 ,又具有其他学科的一般性知识;既

具有现代的教育理念与方法 ,又具有熟练的教育技

能技巧;既能够胜任小学基本的教育教学工作 ,又能

从事一定的教育科学研究 ,成为适应性更强的发展

潜能更大的研究型小学教师。

二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模式

我国从 1999年开始正式设立小学教育本科专

业以来 ,经过近 10年的探索和研究 ,在小学教育本

科专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上都取得了一定进展。由

于培养本科水平的小学教师仍处于探索阶段 ,国家

和地方教育行政部门尚未发布指导性文件。本文作

者在对国内一些高等师范院校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调

查研究的基础上 , 结合近年来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

发展 ,总结出三种有代表性的培养模式 ,它们分别具

有以下特点:

(1)综合型模式 。综合型模式不分学科 ,是一种

综合性复合型的小学教师培养模式 ,以东北师范大

学 、杭州师范大学为代表 。该模式强调小学教师素

质的综合性 ,旨在培养适应面广的复合型小学教师。

目标定位在能胜任多个学科教学需要的 ,具有较全

面教育教学能力和一定研究能力的小学教师。如东

北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的培养目标是使学生“成

为有见识 、有能力 、有责任感的自主学习者 ,培养忠

诚教育事业 ,具有现代教育理念 ,深厚教育理论素

养 ,宽广的教育视野 ,较强的教育 、教学 、科研 、管理

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适应 21世纪需要的高素质小学

教师” 。在课程设置上包括小学几个主要学科的内

容 ,且通识类 、教育类和技能类课程比例较大。

(2)分科型模式 。分科型模式是针对小学开设

的学科来培养小学教师的模式 ,以首都师范大学 、天

津师范大学为代表 。该模式强调小学分科教学的既

存事实 ,认为专业化的小学教师应具有专门的知识

与技能 ,目前高校小学教育专业设置的方向主要有

语文 、数学 、英语 、体育 、音乐 、美术 、科学教育以及信

息技术 。如首都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总培养目标

是“培养德 、智 、体 、美 、劳全面发展 ,学有专长 , 具备

小学教育专业知识 ,胜任小学教育 、教学工作 ,具有现

代教育观念并能从事教育科研的小学教育工作者。”

培养规格因学科的不同而不同 ,具体如图 1所示。

图 1　首都师范大学小学教育专业培养规格

　　(3)中间型模式。中间型模式是介于上述两种

模式之间 ,既有一定的综合 ,又适当分科培养小学教

师的模式 ,以上海师范大学 、海南师范大学 、华南师

范大学为代表。该模式既承认小学教师素质的综合

性 ,也考虑到了小学分科教学的现状 ,采取“文理分

科 ,综合培养”的培养方案 。如华南师范大学的培养

目标是“培养德 、智 、体 、美等全面发展的高素质的小

学数学 、语文 、英语或其他有关综合课程的专门教

师 ,并为其今后成为具有创新精神的小学骨干教师 、

学科带头人和教育管理者打下坚实的基础” 。

以上几种模式各有所长 ,反映了小学教育本科

专业培养的不同取向。

综合型模式的目标是培养能胜任多个学科教学

(主要是数学 、语文 、科学 、品德与社会)的小学教师 ,

特点是重视多学科的基础和教育理论方法与技能的

训练。学生在学期间不是专门就某一个学科做明确

定向 ,而是广泛学习与小学课程对应的学科内容知

识和学科教学法。通常相对侧重语文和数学两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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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 ,兼顾科学与品德等学科 。虽然它与分科型模式

的语文 、数学学科相比 ,在课程深度上有一定差距 ,

但由于学生在高中阶段有比较扎实的学科基础 ,在

本科阶段针对小学教育的需要又有一定程度的提

高 ,因此可以胜任小学教育的需要 。

分科型模式借用的是中学教师培养模式 ,但是

科目层次却与分科专业的设置不大一样 ,此种模式

更多地体现了小学教育专业特色。其目标是培养胜

任某一学科教学的小学教师 ,特点是“深”而“窄” 。

学生需要选择某一学科作为自己的专修方向 ,学生

需要精通该学科知识 ,专长于该学科的教学。

中间型模式是将专业课程分为文科与理科方向

两类 ,文科方向设置文史类课程 ,偏重语文(如中文

与社会方向),理科方向设置数学 、科学 、技术类课

程 ,偏重数学(如数学与科学方向)。学生根据自己

的兴趣和知识背景在文科与理科方向中任选其一 。

在目前的办学实践中 ,以上几种模式并存 。采

用某一种模式的学校 ,多以本校以往的历史发展和

专业特征为基础确定小学教育专业的培养模式。事

实上 ,小学教育专业培养模式的选择和确定 ,应当与

小学教育的发展紧密联系 ,适应现代小学教育发展

对小学教师提出的需要 。一般来讲 ,小学教师应当

了解小学生心理 ,胜任小学一科或几科的课程教学

工作 ,具备优质的教育理论素养和综合文化修养 ,并

且还要具有广博的知识底蕴。而小学教师的教学任

务安排也有分科和综合两种方式。一些学校采取教

师完全分科的形式 ,每一位教师只负责一个学科的

教学;也有一些学校采取一位教师承担数学和语文

两个或更多学科的方式。特别是在学校规模变小和

班级规模缩小的情况下 ,必须采取教师多科的方式 。

小学教育专业培养模式的选择也应考虑这种需求的

变化 。

三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课程设置

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设置指导思想应体现现代

化的教育理念 ,主动适应基础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

要 ,反映 21世纪社会发展对新型教师的新要求 ,促

进中小学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逐步建构结构合理 、面

向未来 、综合性与一体化的课程新体系。
[ 6]
应体现

“思想性 、基础性 、师范性 、综合性 、实践性 、层次性 、

前瞻性”的原则 。

由于在国家层面并没有颁布明确统一的高等师

范本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的课程方案 ,我们根据现

有的可以获得的 19所不同类型学校小学教育专业

的“培养方案” 、“培养计划” 、“课程计划” 、“教学计

划”等(表述因学校而异),总结归纳不同培养模式的

课程设置比例 ,如表 1所示。高等师范本科院校实

行的是学分制 ,平均学分大致在 166分左右(有的学

校最高学分为 197分)。

表 1　四年制高等师范本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课程设置比例

课程类别 百分比

通识课程 31.97

教育类课程 26.34

学科类课程 30.49＊

教育实践 6.77

其他＊＊ 4.44

平均学分 166

　　注:＊学科课程比例由于培养模式不同而不同;＊＊四年制本科

学校 ,没有独立的综合实践课程模块 ,各学校安排的随机性很大 , 个
别学校将其划入实践环节(包括教育实习 、教育见习 、劳动 、科研活

动 、军训及军事理论等等)。

由于培养模式不同 ,各模块的课程设置比例也

大相径庭 ,具体如表 2所示 。

表 2　高等师范本科学校小学教育专业不同模式

的课程设置比例

课程模块
综合型模式
课程设置
百分比

分科型模式
课程设置
百分比

中间型模式
课程设置
百分比

通识课程 32.22 33.01 30.82

教育类课程 31.44 28.56 21.81

学科类课程 23.92 27.86 36.04

教育实践 6.47 5.74 7.94

其他 5.95 4.82 3.4

单一学科专业课程
(以数学为例) 6.16 20.97 20.57

平均学分 170 169 162

从各学校的培养方案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到

以下一些特点。

一是通识课程与教育实践课程设置在比例和内

容上各自的差别不大 ,占 30%左右 。通识课程主要

包括思想道德修养 、法律基础 、毛泽东思想 、邓小平

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概论 、马克思主义基本

原理 、形势与政策 、计算机应用基础 、体育 、大学外

语 、中国近代史论纲等课程 。在人文社会科学 、自然

科学等方面设置通选课 。在教育实践课程中以教育

见习(第六学期)、教育调查(第八学期)、教育实践

(第八学期)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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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综合型”教育类课程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

种模式。在教育类课程设置上 ,又分为专业基础课

和专业技能课 。专业基础课主要以教育类课程为

主 ,如教育学原理 、教育科学研究方法 、教育统计 、教

育管理 、教育哲学 、德育原理 、中外教育史 、课程与教

学论 、人体解剖生理学 、普通心理学 、发展心理学 、学

校教育心理学 、小学生心理学 、审美学等 。专业技能

课包括“三字一话” 、现代教育技术 、教师礼仪 、教师

技能 、CAI课件制作 、应用写作 、小学班队管理与指

导 、小学生心理辅导 、课堂管理艺术等。三种模式中

“综合型”的教育类课程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种模式

的学校 ,占 30%以上 ,这也是由其培养定位决定的 ,

“综合型”不设分科且更注重教育理论素养的综合提

升 ,其他模式的课程由于平衡了学科课程因而教育

类课程的比例略低 , “中间型”由于学科课程比例高

而导致教育类课程比例较低。

三是“中间型”学科课程比例明显高于其他两种

模式 。学科课程设置的比例 ,中间型模式(36.04%)

最多 ,分科型模式(27.86%)次之 ,综合型模式(23.

92%)最少 。而对于数学和语文两个学科类课程 ,中

间型和分科型比例相似 , 如数学学科类课程都占

20%左右(见表 2),综合型则明显少于前两种模式

(6.16%)。“分科型”分为数学 、语文 、英语 、科学 、美

术 、信息技术 、音乐等方向(如首都师范大学分为 7

个方向 ,有的学校以数学 、语文为主 ,个别兼开英语

学科)。分科型模式以单科课程的学习为主 ,学科课

程设置比较精深 ,所安排的课时总量不会很多;而

“中间型”大多分为中文与社会 、数学与科学方向 ,课

程设置以中文 、数学为主而分别兼顾文理科的其他

科目课程设置。如文科方向开设人文与社会科学概

述 、理科方向开设自然科学概述 ,因而体现在学科课

程比例上由于在学科方向的覆盖面宽 ,况且主要学

科的课程又不比单科设置的少 ,如数学学科课程所

占比例与单科基本相同 ,都是 20%左右 ,因而导致

学科课程比例在三种培养模式中显现最高。

四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建议

目前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存在多种培养模式和不

同培养方案 ,三种培养模式并存的局面可能会继续

存在 ,但不同培养模式应当在利用自身特点和分析

小学教育需要的基础上 ,进行适当的调整和完善 。

要进一步明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定位 ,在课程的

设置和培养方式上需要处理好小学教育专业与原中

师培养模式的关系 、与“小教大专”的关系;处理好师

范性与学术性的关系;处理好教育类课程与学科类

课程的关系 、科学类课程与人文类教育课程的关系 、

理论课与实践课的关系;处理好综合培养与学有专

长 、“博”与“专”的关系 。

1.进一步明确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定位。

小学教育作为基础教育的基础 ,在课程设置和

培养方式上应当以综合为主 。特别是随着我国人口

政策带来的小学生入学率的下降 ,更应当考虑这一

发展趋势。因此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应当定位在培

养适应性更广的具有综合能力的复合型小学教师。

除外语 、艺术等特殊学科教师培养外 ,其他学科的小

学教师应当以综合培养为主 。综合培养的定位并不

排除可以适当偏重于某一个或一类方向 ,无论具体

采用哪一种培养模式 ,都应在课程设置和培养方式

上体现综合性。

2.加强和完善通识类课程设置。

我国高师的通识课程与其他高校差别不大 ,并

没有充分体现师范类特点 ,知识结构广博 ,并且课程

设置工具性较浓 ,根据师范类学生培养特点 ,特别是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培养特点 ,可以适当增加通识课

程中人文知识的比重。根据唐松林(2000)的研究 ,

国外的通识课程在整个课程设置中所占的比例为 ,

美国 40%、日本 37.7%、德国 33.3%。
[ 7]
主要分为

三种模式 ,以日本筑波大学为代表的“基础科学为主

的独立型” 、以美国部分大学为代表的“大型综合

课” 、以牛津大学为代表的“双兼型”(融合上述两种

模式),涵盖了人文科学 、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三大

领域。根据我国师范教育培养的特点 ,包括小学本

科专业的培养需要 ,应当大力研究通识课程结构 ,设

置更适合专业发展需要的通识课程。

3.完善专业类课程比例和内容设置。

2007年 10月我们进行了“小学数学教师职前

准备状况”问卷调研 ,结果显示小学数学职前教师对

数学课程标准的理解程度不高;任教小学数学的信

心不足;对于与小学有关的数学知识有一定程度的

掌握 ,但并不理想。如大部分调查对象能够解释分

数除法运算 ,但是计算的准确性和对概念法则的理

解有待提高 。总体来看 ,调查对象在小学数学教学

方面有一定的准备 ,但不够充分 。如“对数学课程标

准的理解程度”中精通 、高 、有限 、低的比例分别为

2.2%、13.5%、73.0%、11.2%。问卷中回答“在课

堂上当你教分数除法法则时 ,学生问你为什么把“除

法”转换成“乘法”并且颠倒第二个分数的分子与分

母 。你怎样向学生解释? ”小学教育本科生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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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率仅为 30.9%,由此可见学生对初等数学的算

理掌握情况不容乐观 。

在我们看来“综合型”的教育课程可以满足培养

未来小学教师的需要 ,但是在学科专业知识方面仍

需加强训练 ,特别是在小学学科课程的知识结构分

析 ,不同学科 、不同学段的知识教学方法研究方面更

应当加强 。“分科型”的学生学科知识技能总体水平

较高 ,但需要在教育理论功底方面夯实基础 ,而“中

间型”模式学科课程比例偏高 ,应加强教育理论素养

和教学技能的培养。

4.丰富教育类课程的教学形式和研究方法。

从国外教育类专业课程比例来看 ,德国 25%、

英国 25%、法国 20%,
[ 8]
从课程内容来看 ,教育类专

业课程具有涉及面广 、实用性强的特点 ,一般分为三

个部分:一是教育科学的基本理论课程 ,如教育哲

学 、教育史 、教育心理学 、教育社会学 、教育行政与管

理 、教育技术等;二是教学法 ,有教学方法与策略 、课

程的组织设计与评价以及教学计划 、教育测量与评

价等;三是教学实践 ,以教学见习 、临床实习等多种

方式进行 。教育专业课程的教学与研究方法呈现多

样化和较大的灵活性 ,既有讲座又有专题讨论 ,多采

用合作探究式教学方法。从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课程

结构的分析看 ,此类课程的比例平均为 26%(其中

“综合型” 31.44%、“分科型” 28.56%、“中间型”

21.81%)。由于国外将教育实践类课程划归为教育

类课程中 ,实际上我国该类课程比例明显高于国外 ,

但教学形式以讲授式为主 ,学生主动参与互动较少 ,

适当丰富教学形式 ,能够使学生主动参与到课堂教

学中来 ,培养自主 、合作 、探究的科研能力。

5.增加从教小学的适切性内容 。

在我们的访谈调研中 ,刚刚上岗的数学教师对

自己承担小学数学课程信心不足 ,他们“感觉自己不

会讲课 ,为什么给中学生或是同事能讲明白 ,就是给

孩子讲不明白呢 ?”究其原因我们认为:其一 ,在读期

间接受理论知识过多而“临床实践”较少 ,学生一旦

接触具体的教学任务就会感到信心不足 。其二 ,课

程设置中与小学教育教学直接相关的实用性强的课

程偏少 ,学生缺少分析和解决小学教学实践中的具

体问题的能力。其三 ,对于小学阶段儿童心理和思

维状态把握不好 ,特别是缺少具体的案例分析和行

动策略。因此 ,在小学教育专业建设中 ,需要适当增

加实践课程比例 ,为学生创造更多的实践机会;课程

设置中需要增加与小学教学实践紧密结合的科目;

为学生提供更多的观察小学生 、了解小学生的机会 ,

充分体会小学生教育的特殊性;在课程中不断补充

一线教学所需要的知识和经验等等 ,使其能够更好

胜任小学教学工作等。

6.夯实教育基本功和基本技能。

目前小学教育专业的教育实践课程比例偏小 ,

并且实践的时间也较短 ,由于各方面条件的限制 ,实

习学生真正站在讲台上讲课的机会并不是很多 ,因

而毕业生走向工作岗位后 ,其适应期较长 。国外在

集中实践方面 ,美国大约为一个学期;德国非常强调

教学实践 ,并且规定两年见习时间;法国将教育实习

系统化制度化 ,安排了熟悉性实习 、陪同实践实习 、

责任实习;英国更是把实践看成重中之重 ,与地区小

学建立友好合作关系。因而我国的小学教师培养阶

段更需加强教育教学基本功的训练 ,如“三字一话” 、

多媒体技术 、教学礼仪 、教育艺术等等 。

小学教育本科专业的设立既解决了我国小学教

师提高学历的问题 ,又为我国师范教育由三级(中

师 、大专 、本科)向二级(大专 、本科)过渡在培养模式

上提供了新思路。但由于小学教育本科专业还处于

探索阶段 ,有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研究和总

结 。在小学教育专业定位上应当明确培养综合性复

合型小学教师;在课程设置上应突出综合性 ,保证学

科基础和教学技能的培养;在教学方式上应当更贴

近小学教育实践 ,以提高学生的适应能力 。使小学

教育本科专业真正为我国的小学教育事业的发展做

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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