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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现阶段
面临的困境、对策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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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阶段，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面临着少子女化、教育发展路径有偏差、教育经费投

入减少等困境。为突破困境，台湾颁布“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指出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方向为: 以学生学

习成效为导向，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 拓宽高等教育受众面，提升高等教育的公共性; 发挥高校智库作用，

加强高等教育与社会的互动; 引导大学自我定位，凸显高等教育的多元特色。该政策的基本特征为: 以效

率优先，兼顾公平为价值取向; 以落实办学自主权，引导大学特色发展为战略路径; 以促进高校关注社会，

深化高等教育社会功能为重要任务; 以建立公平严格的申请及考核机制为政策保障。我国大陆高等教育在

未来的发展中可以借鉴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的相关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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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教育质量是高等教育发展的动力。在高

等教育普及化时代，以规模扩大为手段的外延式发

展终将被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所取代。
通过高等教育培养一流人才是各国 ( 地区) 提高国

际竞争力的重要举措。自 21 世纪初期进入高等教

育普及化阶段以来，我国台湾地区为保障高等教育

质量，先后颁布了“奖励大学教学卓越计划”“迈向

顶尖大学计划”等政策。但是，现阶段我国台湾地

区高等教育的发展仍面临着不少困境。我国台湾地

区“教育部”于 2017 年 颁 布 了“高 等 教 育 深 耕 计

划”，破解高等教育发展困境，促进高等教育永续

发展。本文明晰了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

段的发展困境，探讨其应对策略，以期为大陆高等

教育普及化阶段的发展提供借鉴。

一、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现阶段面临

的困境

( 一) 社会少子女化问题引发高校生存危机

人口规模的缩减影响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包括

高等教育。近几年来，我国台湾地区少子女化现象

日渐突出，高等教育生源的数量逐渐减少。据统

计，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学生的数量在 2007 年

为 1 326 029 人，gcfj2017 年为 1 273 894 人。10 年

间，其高等教育的学生数量减少了 52 135 人［1］。
而且，我国台湾地区生源数量锐减的现象仍将持

续。如图 1 所示，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根据各校

招生录取分数及录取率对未来高等教育一年级新生

数进行预估，认为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台湾地

区高等教育学生入学的数量将持续下降。从高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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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来看，我国台湾在 20 世纪 90 年代实行“广设高

中、大学”的理念，其高等教育院校从 1995 年的

134 所增至 2005 年的 162 所，增长率约为 20%［2］，

高等教育规模急速扩大，后期虽因“研究型大学整

合计划”的实施促使高等院校扩增速度放缓，但我

国台湾地区高校数量基本维持在 160 所左右。在高

等教育生源数量递减的背景下，不少高校由于资源

闲置而出现整合甚至是退场的现象，“台湾高等教

育因少子化导致的学校规模减小，将妨碍学校的长

久经营和质量保证”［3］。因此，我国台湾地区高等

教育普及化的后续发展必须重视少子女化的社会现

象，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解决发展的困境。

图 1 台湾高等教育一年级新生人数预估图

资料来源: 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高等教育发展蓝图

方案( 2015 年草案)

( 二) 教育发展路径偏差带来高校信誉危机

无论是受高等教育自身使命的驱使，还是应外

部的发展要求，高等教育应始终以促进国家和地方

经济的发展为其重要任务。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

普及化发展推动高校为社会提供更多的求学机会，

这对于提高人口素质、缓解就业压力起到一定的作

用，在短期内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发

展; 在推动普及化高等教育过程中，大学竞争性经

费项目固定指标过多，导致其为争取经费补助而形

成高校同质化发展; 高校对社会企业和就业市场的发

展趋势掌握不足，导致高校课程设计与社会就业需求

之间产生偏差，创新人才培育能力较弱; 高校重学术

发展而降低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导致大学毕业生

“毕业即失业”等问题［4］。如表 1 所示，就我国台湾地

区各层级教育比较而言，人们受教育程度越高反而失

业率越高，高学历人才难以获得良好的就业保证。从

国际情况比较来看，台湾高层级人才的失业率也相对

高。综上所述，台湾高等教育普及化发展路径与以开

放教育为基本理念的普及化高等教育产生了偏差［5］，

而高等教育与经济社会互动的不足也将使“教育改变

人生”的愿景难以实现。

表 1 2016 年 25—64 岁失业者的受教育程度统计

学前 小学 初中 高中 专科 大学本科 硕士 博士

中国

台湾

男 3. 5 3. 8 3. 7 3 4. 1

女 2 2 3 2. 3 3. 1

日本
男 … … … 4. 1 3. 1 2. 3 … …

女 … … … 33 2. 6 2. 3 … …

韩国
男 … 4 3. 7 3. 6 3. 5 3. 3 … …

女 … 1. 9 1. 9 3 3. 1 3. 4 … …

美国
男 4. 5 5 9. 1 5. 8 4. 1 4. 8 2. 3 1. 7

女 5. 4 6. 4 10. 9 5. 5 3. 1 5. 5 … 1. 6

英国
男 … 4. 7 6. 1 2. 9 2. 3 4. 8 2. 3 2. 6

女 … 4. 2 6. 8 3. 5 3. 9 5. 5 … 3. 4

注: 资料来源于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2018 年教育统计指标之国际比较; 1. 教育程度失业率=该级教育程

度失业人口 /各级教育程度劳动人口* 100%; 2．资料抽查对象为我国台湾地区 15 岁以上但不含军事、监管、失踪

人口

( 三) 经费投入的减少阻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

推进

有学者指出，在技术与治理水平一定的情况

下，公立高等学校的质量提升主要取决于资金的

投入［6］，私立高等学校更是如此。一般而言，高

校资金来源主要有政府投入、学杂费及社会捐赠

等，以政府投入为主。我国台湾地区由于经济发

展不佳引起财政紧缩，2015 年高等教育经费占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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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经 费 支 出 的 4. 26%，2016 年 下 降 至 4. 17%。
在对公立高校生均教育经费统计后发现，2013 年

至 2016 年高等教育生均经费涨幅均低于其他教

育层级［7］。另外，由于政府对高等教育经费投入

的减少，大学直接或间接通过提高学杂费补足财

政缺口，而该举措 将阻碍高等教育普及化的可持

续发展。据研究推算，台湾公立大学学生平均每

年花费 269 501 元新台币。私立大学学生的生均

消费为 338 523 元新台币［8］。然而，根据我国台

湾地区“行政院”主计总处公布的薪资统计，台湾

工业与服务就业者的平均年薪约为 56 万元新台

币［9］，可以得知，若是单亲家庭中有一名子女就

读大学，其就读费用将占家庭收入的一半，接受

高等教育所带来的巨大经济压力将成为阻碍台湾

高等教育普及化的一大原因。高等教育承担着提

高劳动力素质的使命。因此，推动并深化高等教

育普及化是永恒的话题。在经济发展形势不佳的

情况下，确保政府经费的投入以稳定高等教育发

展，降低学生的求学压力，以及保证学生获得应

有的教育机会等，成为未来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发

展面临的艰巨任务。

二、我国台湾地区普及化高等教育现阶段之

应对政策

为解决高等教育普及化现阶段出现的困境，

2017 年台湾地区“教育部”结合“追求大学学术卓

越计划”“推动研究型大学计划”“奖励大学教学

卓越计划”等相关政策的优点，颁布了《高等教育

深耕计划》，并提出了具体的行动方案。
( 一) 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导向，提高学生综合

能力

高等教育普及化过程中极易出现过度重视学

校宏观发展而忽视教育之本质的现象。高等教育

的发展应回归教学，让学生成为教育的主体，培

养学生的综合能力。第一，以学习成效为导向进

行教学创新。我国台湾高等教育的“高等教育深

耕计划”将“教学创新”列为重点，提出要以学生

为主体进行教学翻转，培养学生独立思考和动手

实践能力; 提倡以“解决问题”为主的学习模式，

让学生通过自主探究和合作来解决问题，培养学

生的团队协作精神和刻苦钻研的品质; 鼓励师生

互动的教学方式，引导学生主动而积极地学习科

学知识，培养学生的“自我学习，终身学习”的意

识。同时，各高校针对社会发展趋势和产业需求

进行教学方法的创新，配合台湾核心的产业政策

开发课程或建立实验室，全方位保障学生的学习

成效。第二，以投入经费和设置考核指标来提高

高校对教学的关注。在“高等教育深耕计划”的实

施过程中，我国台湾地区“教育部”根据学校的学

生数及教师数确定各大学总经费额度的 20%，且

以各校学生数与教师数的 70%及 30%比例核算。
除此之外，各高校需要将所获得总经费的 50%投

入到学生及教学领域［10］，深化以学生学习成效为

主体，关注学生综合能力发展的目标，把提升学

生学习成效、改善教学质量、提高学生学习自由

度及专业主修弹性、培养学生创新创意能力等作

为高校考核指标［11］。
( 二) 拓宽高等教育受众面，提升高等教育公

共性

高等教育普及化应该为所有学生提供平等的

受教育机会，特别是对弱势学生给予关注。台湾

地区“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推动建立全面开放的高

等教育体系，重视各年龄段、各阶层民众的教育

需求，设置多种保障措施，为学生提供公平、优

质的高等教育体系。第一，重视成人的受教育需

求，探索优质的终身教育模式。为解决“少子女

化社会问题”带来的生源不足，积极探索未来的

台湾地区高等教育应拓展非传统生源，探索优质

的终身教育模式。“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提出: 推

动个人申请入学及特殊选才相结合的方式，提供

多元的 入 学 管 道，重 视 成 人 重 返 校 园 的 学 习 需

要，建立随进随出的弹性教育体制，发展并畅通

终身教育渠道。第二，扶助弱势群体，促进社会

流动。“高等教育深耕计划”建立“深耕弱势协助

机制”，一方面，以增加对公立高校经费投入的

方式，提高弱势群体进入公立大学的就读比例，

为弱势群体提供向上流动的机会; 另一方面，我

国台湾“教育部”引导学校建立外部募集基金，通

过建立政府、企业( 含民间福利社团) 、学校的三

角协助 链，为 弱 势 群 体 提 供 其 所 需 的 资 源 和 经

费，拓展多元筹融资渠道以确保经费充足; 除此

之外，建立弱势学生辅导机制，要求各高校先行

了解弱势学生的需求，从生活、学习、求职等方

面为弱势学生提供有针对性的帮助。与此同时，

“高等教育深耕计划”以审查和补助机制引领高校

对弱势群体的关注。我国台湾“教育部”以增加公

立大学招收弱势学生人数、强化学校辅导机制及

建立外部募集基金作为项目审查要素。在资金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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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方面，根据弱势群体招生比例给予学校基本的

补助经费; 针对学校建立的外部募集基金成效，

给予 1 ∶1的等比例补助［12］。可见，深耕弱势协助

机制不仅重视弱势学生的受教育权，而且采用学

习辅导等措施协助提升弱势学生的竞争力，强化

教育促进社会阶层流动之功能。
( 三) 发挥高校智库作用，加强高等教育与社

会的互动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应该发挥更

重要的社会功能。“高等教育深耕计划”重视并发

挥大学智库角色［13］，促进台湾地区建立多层次、
多等级、多类型的研究中心，构建了庞大的社会研

究网络。第一，在促进台湾整体发展方面，提出

“特色领域研究中心”。此类中心发展重点以台湾

战略前瞻研究为主，要求其研究成果对台湾社会有

重要价值，或对其产业发展有显著贡献，各大学可

以根据优势领域成立跨校型研究中心，通过优势累

积效应促进科研发展。目前，我国台湾“教育部”
以“具体显著对社会或产业重大影响之表现 ( 如衍

生企业) ”“研究中心与国内外企业合作表现 ( 如争

取企业自主、技术转移及相关衍生收入) ”等指标

对各高校进行审查，筛选了“新药开发研究中心”
“健康老化研究中心”等 65 个研究中心［14］。在经费

投入上，台湾地区“教育部”与“科技部”首次携手

合作，扩大经费补助，共同支持研究中心的发展。
其中，台湾地区“教育部”对每个中心补助 2000 至

5000 万新台币，而获得台湾地区“科技部”相关计

划支持的研究中心，共可获得经费 1. 2 亿元新台

币［15］。为确保经费的合理使用，台湾地区“教育

部”定期考察研究中心的执行成效，依每年审核情

况确定下一年度的补助额度，以期真正发挥高等教

育智库的作用。第二，在促进各区域发展方面，该

计划提出“大学社会责任实践计划”，引导大学对

区域产业、教育、生态保育或城乡等问题进行研究

和实践，发挥大学价值。目前，经过各领域专家、
产业界及区域发展代表、台湾政府部门代表的严格

审查，已通过如“大学 PLUS: 迈向食乡居城的社

会新责任平台”“深耕偏乡弱势教育”等 220 个计

划，整体通过率 40%［16］。
( 四) 引导大学自我定位，凸显高等教育多元

特色

在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应建立满足更多人需

求的教育体系，丰富多种类型优质高等教育的供

给。目前，台湾高等教育面临的多重发展困境，其

核心问题是高等教育的同质化发展。因此，“高等

教育深耕计划”既坚定发展传统优势学校，又引导

大学自我定位，突出高校特色，进而建立多元高的

等教育体系。第一，将有限的公共资源投入一流研

究型高校，以激励高校在原有基础上追求卓越，保

持优势。“高等教育深耕计划”提出建设“全球链接

全校型”高校，实行集中资源、重点投入的方针，

择优补助台湾一流高校发展学术研究，以期在全球

高等教育竞争平台上为台湾地区建立国际学术声望

和地位。目前，已有清华大学、台湾大学、成功大

学和交通大学 4 所高校入选，台湾地区“教育部”
给入选的高校预算经费为 40 亿新台币，占“高等

教育深耕计划”总预算的 31. 8%［17］。第二，松绑考

核指标，协助大学落实自主创新发展，以凸显高校

特色，建立多元的高等教育体系。台湾“高等教育

宏观规划委员会”于 2002 年提出，以政策引导高等

教育普及化的分类，促进高等教育的多元定位、多

元特色。但是，在政策实施的过程中，由于考核指

标过多过细，出现了大学同质化问题。因此，“高

等教育深耕计划”提出了自订校际考核指标和简化

固定量化指标等措施，以期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大学

同质化现象。一方面，自订校际考核指标是改善大

学同质化发展的重要举措。“高等教育深耕计划”
在考核内容上分为“共同性绩效指标”和“学校自订

绩效指标”两部分。其中，“学校自订绩效指标”是

由各学校依据学校定位、学校性质及发展基础自行

确定的发展方向及绩效指标。另一方面，简化固定

量化指标，注重质性指标以引导学校自我定位。在

指标考核数量及性质上，“高等教育深耕计划”认

为考核指标只是一种工具，深耕计划目的在于使学

生受惠，凸显学校特色，于是提出简化各校的固定

量化考核指标，在相关目标的绩效考核上设置“质

性指标”，以避免量化考核所带来的僵化。比如

“落实教学创新及提升教学品质”目标中“建置校务

研究系统并据此精进校务教学品质”的指标，提出

学校以文字说明前一学期校务研究系统建置情形，

说明校务研究报告对于提升校务经营、教学品质的

成效，同时提供相关的证据以确保考核效果［18］。

三、台湾地区普及化高等教育应对政策的基本

特征及启示

( 一) 价值取向: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通过重点资助传统优势大学或学科带动高等教

育发展，是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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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战略思想，体现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价

值取向。“高等教育深耕计划”在实施时，一方面

重点资助具有雄厚研究基础和良好发展前景的高

校及研究中心，发挥优势累积效应，增强高等教

育国际竞争力，提升台湾地区高等教育的国际声

誉，进而带动高等教育的整体发展。另一方面，

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兼顾公平，台湾地区“教育

部”鼓励建立跨校研究中心，并且鼓励各高校之

间进行交流和合作，共同发展。除此之外，追求

高等教育的公平还体现在以学生学习成效为导向

的教学模式及完善的全民教育体系。可见，在高

等教育普及化阶段，台湾高等教育以兼顾效率与

公平作为其基本价值取向。但是，在实施过程中

常出现一味追求效率而忽视公平的现象［19］。研究

型大学拥有较多资源，而其他类型高校被投入的

资源相对不足，发展受到制约。总体而言，在构

建优质的全民教育体系上仍需不断努力。毋庸置

疑，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

的，但却 可 以 通 过 补 偿 弱 势 学 校、加 强 校 际 交

流、重视教学等方式实现相对公平。首先，在推

动部分高校追求世界一流的同时，要注重对弱势

学科或弱势学校的补偿机制建设，加强校际之间

的交流与协作，建立多类型项目经费支持渠道，

促进高等教育共同发展; 其次，教学是大学教育

中的重要环节，要重视人才培养质量和教学工作

在学校考核指标中的比重，使学生能够在大学学

习过 程 中 真 正 提 高 能 力，满 足 学 生 的 需 求; 再

次，完善相关的升学制度、学业辅导制度，提高

弱势学生和非传统学生的求学成功率，扩大高等

教育受众面，深化教育公平。
( 二) 战略路径: 落实办学自主权，引导大学

特色发展

落实办学自主权，引导高校明确优势，推动

高校特色发展是我国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

段的战略路径。“高等教育深耕计划”在实施过程

中，无论是对资助院校的选择、特色领域研究中

心的遴选还是在考核指标的设置中均突出对“学

校自订考核指标”的重视，体现了台湾高校办学

自主权的下放。我国大陆高校虽在法律上享有较

大的办学自主权，但长期以来，由于政策科研化

导向及各类硬性考核指标的设置，导致高校自主

权虚化，高校特色发展受到遏制。高校特色发展

是决定高校办学水平的关键要素，高校无特色将

难以推动高等教育整体水平的提高［20］。基于此，

我国大陆在未来高等教育发展中可以借鉴台湾地

区的经验，落实高校办学自主权，开放“校际考

核指标”，建立多元化评估标准，根据特色发展

成效提 供 不 同 的 资 助 力，促 进 高 校 明 晰 自 身 优

势，结合自身特色寻求发展。
( 三) 重要任务: 促进高校关注社会，深化高

等教育的社会功能

在台湾地区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高等教育

不仅要以研究学术和培育人才为任务，更需要突

出其 提 升 文 化、服 务 社 会、促 进 社 会 发 展 的 功

能。“高等 教 育 深 耕 计 划”提 出 以“善 尽 社 会 责

任”作为高等教育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政策

实施过程中，既有通过设置实践课程加强学校与

社会联系，设立以关注社会发展为主要职能的研

究中心，也提出促进大学与区域互动的子计划。
除此之外，对深化高等教育社会价值的学校或研

究中心给予重点投资，以保障其“善尽社会责任”
目标的实现。可以说，“高等教育深耕计划”采取

一系列措 施 全 方 位 地 增 强 高 等 教 育 与 社 会 的 互

动。我国大陆高等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联系已越

来越紧 密，但 高 校 封 闭 办 学 的 问 题 依 然 十 分 突

出，限制了高等教育发挥其更大的社会作用。在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大陆高校应改变封闭

的办学模式，促进高等教育与社会的良好互动。
在课程和教学方面，针对社会发展趋势及产业需

求对教学方法进行创新，配合政府核心产业政策

开发相关课程或建立实验室，加强学生与社会和

产业的接轨; 在研究中心建设方面，要加强高等

教育的智库建设，解决社会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

问题，推 动 高 等 教 育 发 挥 重 要 的 咨 询 和 指 导 作

用，加强其与社会的紧密联系。
( 四) 效果保障: 建立公平严格的项目申请及

考核机制

申请和考核机制公正严格、公开透明，有利

于保障高校发展活力和竞争动力。台湾地区“高

等教育深耕计划”在实施过程中有以下特征: 第

一，明确标准。“高等教育深耕计划”在审查标准

中强调以“落实教学创新”“发展学校特色”“提升

高教公共性”“落实社会责任”和“提升国际竞争

力”为审查重点，在每个审查重点中又划分若干

个审查要点，细化的审查标准在最大程度上避免

执行的偏差。第二，公正严格。一方面，各校根

据自身发展规划提交计划书，在评选中不涉及院

校现阶段的发展状况，而注重审查各高校对其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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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发展设想的科学性、合理性和前景性，避免遮

蔽传统弱势学校的特色学科。另一方面，采用不

定期考核、年度考核、书面考核和实地考核等多

种考核方式。台湾地区“教育部”根据各高校提交

的计划书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的方式对其进行考

察，并根据具体的考核结果确定后续的经费资助

额度，以监督高校发展的进度和质量。第三，公

开透明。建立“深耕绩效管考平台网站”，各高校

定期提交发展近况，且每次考核结果均向社会公

布; 建立公平严格的申请和考核机制，消解政策

在推行中的偏差，提升政策的有效性。我国大陆

高等教育普及化前期未能建立起严格、公正、科

学的申请机制及淘汰机制，由此带来了高等教育

资源冗余、高校发展积极性与动力不足等问题，

严重制约了大陆高等教育未来的发展［21］。目前，

随着“双一流”政策的推行，我国大陆高校建立了

绩效考 核 评 估 和 淘 汰 机 制，虽 执 行 效 果 有 待 检

验，但其释放出了加强各类型高校竞争的信号。
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我国大陆在实施各项资助

政策时应建立明确的申请考核指标，充分保障高

校之间的公平竞争; 加强对高校发展前景性的考

察，鼓励高校特色发展，避免传统优势学校或学

科形成马太效应; 借鉴我国台湾地区实施的动态

调整机制，根据科学、可靠的考核评估结果调整

相关 资 助 范 围，推 动 竞 争、淘 汰 机 制 的 有 效 运

行; 建立严格的审核和监督机制，加强政策实施

的过程管理，保障政策的实施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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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ifficulties，Countermeasures and Enlightenment
to 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ZHENG Yaqian
( Xiamen University，Xiamen，Fujian 361005，China)

Abstract: At present，the populariza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n Taiwan faces problems such as declining birth rate，

deviations from previous developing insufficient funding，and deviations from previous policy implementation． In or-
der to solve this series of problems，Taiwan promulgated the“deepening higher education plan”，pointing out that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is: to improve student comprehensive ability based on student
learning effectiveness; to broaden the audience of higher education，to promote the publicity of higher education; to
promote the role of the university as a think tank，to strengthen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e-
ty; to guide the university's self－positioning and highlight the multiple characteristics of higher education．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policy are: prioritizing efficiency and taking equity as the value orienta-
tion; implementing the autonomy of running schools and guiding the development of university characteristics as a
strategic path; promoting the attention of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the society and deepening the social function of
higher education; Fair and strict application and assessment mechanism． In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
tion in Chinese mainland，we can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Taiwan．
Key words: Taiwan; higher education; popularization stage; difficulties; countermeasur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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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Chinese Course
and Teaching Theory Course in Primary School

ZHAO Xinxin
( Jili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Changchun，Jilin 130117，China)

Abstract : Chin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in primary school is a compulsory course for primary educa-
tion students，it plays a key role in training qualified primary school Chinese teachers． To deep learning of pri-
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teaching need teachers based on the forefront of education
theory，based on The Times，the principle of practicality，pertinency，openness，build reasonable content sys-
tem，and combining the curriculum standard and the analysis of learning，to determine the teaching objective
from two dimensions of horizontal，vertical，clear the teaching direction．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of promoting
deep learning，teachers combine teaching content to design high－level thinking and communication activities，
design innovative online teaching activities，and design challenging perceptual experience activities to achieve
the goal of deep learning． Teaching evaluation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which can ob-
jectively measure the design and implementation effect of curriculum．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teaching evaluation
of primary school Chin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curriculum oriented to deep learning，it is necessary
to evaluate students' learning effect and teachers' teaching work，through theory and practice，online and off-
line comprehensive assessment，to provide a basis for teaching decision．
Key words: deep learning; Chinese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theory in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construc-
tion; cont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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