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 际 视 野 · 博 采 众 长 · 他 山 之 石 · 可 以 攻 玉

基 础 教 育 参 考

2012 .11· 基 础 教 育 参 考 ·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有力推进，学校领导需要深

度思考校本课程建设。 四川省成都市树德中学的实

践与反思是，依托自身实际，不断释放学校文化活

力，努力提高学校课程领导力，优化学校课程品质，

积极彰显课堂教学的艺术之美和生命力量。

一、植根学校文化，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

树德中学建于 1929 年，学校始终坚持“树德树

人”的办学宗旨，坚持“树德广才”（“树德树人，广才

广能”）的办学理念，形成了“树德务滋”的德育文化

和“广才务实”的师生行为文化。 学校努力做到“成

才先成人，树人先树德，树德以广才”，学校还坚持

以“忠”、“勇”、“勤”为校箴，学校注重“教会学生做

人，教会学生学习，教会学生创造”，着力培养学生

的“四能”，即“自学能力、思维能力、动手能力、创造

能力”。 80 多年来，学校有了丰厚的文化积淀，也取

得了丰硕的办学成果。
为了深化学校课程建设，我校不断丰富学校的

文化内涵，关注文化的过程性、连续性、非间断性、

变化性及其发展的方向性。 用学校文化提高学校课

程领导力，并引领教学变革。

我校的新课程教学主张是：组织化（即利用学

校 教 学 组 织 开 发 课 程、培 训 教 师）、一 体 化（即 研、
训、教一体）、统整性（即课程开发的内容与层次的

统整）、梯层化（即注意各类人才的选择性，关注学

生个性化发展需要）。 在实施校本课程时，我校追求

“三高”，即高立意、高互动、高探究；“三宽”，即宽基

础、宽视野、宽人才的课程建设。

具体工作目标上， 力求构建符合校情的国家、
地方、校本课程体系，加强校本课程开发，尤其是在

综合实践课程体系的构建上体现学校德育特色；研

究并深化学校组织的变革， 发挥组织的结构化作

用，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以加强优秀教师队伍建设，

深化学校教研组、备课组建设，推出更富深度的教

育教学研究成果；完善学校研训一体的校本研修模

式，提升教师新课程教学能力，构建校本教师专业

发展支持系统。 高效实施教育教学，努力提升教育

教学质量。

二、健全组织结构，深化组织职能，

发挥组织化教学管理的积极作用

学校注重课程教学管理，积极变革、完善、新增

相应的教学管理组织，学校为实施新课程设立了以

下组织：新课程实施领导小组、课程指导委员会、学

科课程开发小组、选课指导小组、教师专业发展研

究室、社会实践、社区服务课程领导小组、研究性学

习课程实施领导小组、新课程实施管理小组、新课

程学生综合发展评价小组、学分认定委员会。 我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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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重这些组织职能的清晰，注重考量各个组织成员

的有效作用，充分发挥学校的专家型教师课程领导

的积极作用，即在“用人”的过程中提高各个组织的

效能，进一步强化教师发展共同体建设，加强教师

发展共同体的紧密性和教学的高效性；依据一校三

区的办学格局，强化了教师队伍建设，新设立了基

于三个校区的学校发展研究室，成为学校发展研究

中心，其主要变革是：一是加强对新课程建设的研

究。 积极研究新课程问题，注意研究校本课程的开

发，形成了《树德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细则》，印制了

《树德中学学生选课手册》，这样与《树德中学新课

程实施意见》， 共同构成学校实施新课程教学的文

本性材料， 促成学校快速有效地实施新课程教学。

二是加强教师队伍的校本培训与研究。 学校在“国

培”“省培”“市培”基础上，形成了学校的“新课程沙

龙活动”，每个教研组进行主题发言，集体讨论，并

向其他学科教师开放，在开放的活动中开阔教师的

视野，让教师在反思教学实践知识的基础上内化新

课程教学的认识，也促进主讲教师教学实践知识的

外显。 与此同时，学校坚持青年教师小组学习，通过

专 题 学 习—讨 论 交 流 （包 括 名 师 点 拨 ）—实 践 体

验—集体反思与改进的方式，系统学习了：青年教

师，你离专家型教师有多远、怎样备课、怎样上课、

怎样批改作业、怎样撰写教学案例、怎样观听课、怎

样进行描述性评课、怎样进行说课、怎样进行教学

设计、怎样选编习题与命题、怎样与家长学生及教

师进行交流、怎样反思教学实践、怎样加强课堂管

理 （注意生本管理）、 教师生涯规划与教师职业幸

福，等等。 受训教师系统认识这些具体的教育教学

问题，并拓展视野，形成综合认识，丰富教师的教学

实践性知识，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并且利于教师

在对话中生成教学智慧。 三是加强对新课程教学课

题研究的指导。 学校要求每个教研组积极酝酿并上

报一个新课程的校级研究课题，在学科组内再形成

子研究课题，力求在合作中深化课题研究，以提高

课题研究质量。 学校上报了省级课题《新课程背景

下学校专业组织变革的实践与研究》，通过教学组

织的研究，促进教学组织的建设，旨在提升教师专

业发展，进一步提高学校优质教学。

三、深化校本课程开发，

努力建立起“系统 + 精品”的校本课程体系

我校在贯彻落实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的基础

上，积极挖掘校本课程资源，注重校本课程开发，希

望建立起系统的校本课程体系， 形成包含各学科、

各种类的课程群，与此同时，积极建设体现学校文

化价值与学生终身发展的核心课程，形成颇具学校

特色的精品课程。 这样，给学生丰富多样的课程选

择，致力于学生个性化发展与高品位发展，增强学

校课程领导能力与教师课程开发能力，深化学校特

色，深化教师发展核心素养，深化学生发展自主性

与创新性。
在校本课程开发的组织建设中，学校注重发挥

教务处、 发展研究室在课程开发与实施的引领作

用，突出教研组和备课组的核心作用，注重学科教

研组与备课组的合作探究，并为教师个性化开发校

本课程提供智力支持，形成共同开发与组织支持下

的个体开发相结合的课程开发格局，努力形成课程

开发与实施的学习型组织；通过教师引领的自上而

下与满足学生需要的自下而上的课程开发途径，努

力形成系统的校本课程， 并打造出校本核心课程，

形成重点突出而又丰富多样的校本课程体系，坚持

做到校本课程的多样化与精品化。

在校本课程内容上，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与个

性化发展，突出培养学生的综合素养、创新精神和

实践能力，努力培养既充满生活情趣，又有社会责

任感的优秀学子，为学生发展自我理想奠基。

在开发校本课程队伍建设上，借助课程开发的

平台，加大专家型教师队伍建设力度，扩大骨干教

师和名师队伍，注重深化教师的学科素养、课程开

发与实施能力，提高教师的专业实践知识、专业实

践能力与专业实践智慧。

1.清晰校本课程图谱，让课程建设体现学校办

学思想

多年来， 我校进行了大量的校本课程建设，但

课程建设相对来说少了规划，缺乏深刻、完整而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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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高度的价值引领，也缺乏系统性。 由此，在现今

的校本课程建设过程中，特别注重与学校“树德广

才”教育思想的紧密联系，注重与“为培养未来社会的

领军人物和领袖人物打下最坚实的基础”的学生培

养目标紧密联系，注重加强对学生创新精神和实践

能力的培养，有意识思考校本课程体系的整体建设，

用体系性的课程建设思想来引领教师的课程开发。

不同的视角可以分出不同的课程种类来，比如

可以从课程特质的视点出发， 将课程分为生活课

程、知性课程、表达课程和技术课程等；从基础学力

的概念出发，可以将课程分为语言课程、数量课程、
社会课程、自然课程、艺术课程和运动课程等；从儿

童认知的阶段性角度出发，可以将课程分为素性课

程、概括性课程和实践课程。

在以上思想的指导下，立足树德中学作为国内

一流高中的学校定位，结合学生的发展层次，设计

出了“卓越人生”为主题的校本课程体系，其中包含

学 习 力 课 程、实 践 力 课 程、创 新力 课 程、领 袖 力 课

程，以此形成学校的课程图谱。

学习力课程包括知识的深化与拓展，对教材内

容的深化与理解；视野的开阔，主要是学科的延伸

与拓展、学科方法等专题讲座与探讨。 开设的主要

课程有：20 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心理学高级班、新

概念英语、高中英语阅读动机和策略培养（外聘）、

中国文化趣谈、影视欣赏与评论、数据库管理技术

初步、诗歌社、桥牌与思维训练、化学与生活、心理

学中级班、生活中的哲学等。

实践力课程注重培养学生的生活技能和社会

实践能力，关注学生的道德体验，充分体现学校的

“树德”文化，努力培养情智和谐，具有综合素养的

优秀学生。 如高一上学期设“周英语节”，下学期设

“周语文节”， 集中展示校本课程开设成果。 英语

剧、中文剧为各任课教师必须开设的校本课程。 我

校坚持实施实践校本课程训练的团队有中学生民

乐队、中学生羽毛球队、中学生篮球队、青年党校、

青年团校、国旗班等。 还开设 Flash 动画制作、环境

地图制作、简易机器人制作、烹饪基础、开心苗圃、

棋 社、生 物 实 践 、24 式 太 极 拳 、篮 球 训 练 课 、健 美

操、羽毛球训练课、民族舞训练课、绘画社、油画风

景、版画木刻等。 这样与国家规定的综合实践活动

课程形成一体。

创新力课程为我校积极培养创新人才，为学生

的创造才能做好奠基。 形成的校本课程有学科竞赛

（如数学竞赛、物理竞赛、化学竞赛、信息技术竞赛

等）、创新活动、探究性实验、创新作文的培养、学科

探究问题、学科发展走向（如史学研究综述）、中国

象棋、国际象棋和国际跳棋竞赛、创新人才思维品

质讲座等。

领袖力课程培养杰出人才的课程，关注学生的

道德品质与社会责任担当， 注重学生的活动体验，

增强学生领袖素养。 每年举行一次模拟联合国活

动，实施培养领袖人才素质的系列工程（卓越人生

树德讲堂———领袖人才报告、专题讲座、未来领袖

人才论坛、活动体验、未来领袖人才自我发展设计

等）。 我校邀请校友赵尔宓院士作讲座，讲述科学探

究的卓越人生；邀请杰出校友龚晓思作报告，讲述创

业人生；邀请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教

学名师昂海松教授向我校学生作了航空航天技术

发展的报告， 介绍国际上和我国先进飞机技术、航

天器技术、导弹技术和无人机技术的发展，等等。
这样设置课程， 发挥了学校文化的引领性，用

学校文化来统领课程文化； 关注了课程的历史性，

在学校既有课程实际的基础上进行变革；坚持了学

校课程的层次性，促成学校课程形成体系，兼顾课

程之间的融合；体现了课程的时代性，注重《国家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 年）》培

养创新人才的时代需要，也结合了我校有卓越的办

学成果的实际，不断提升学校课程品质，不断引领

学校课程建设。

2.完善校本课程开发途径与模式，提高校本课

程质量

我校在校本课程开发中，注重发挥校本课程的

整 体 效 应，坚 持 校 本 课 程 的 高 质 量、精 品 化、多 样

性。 因此，依托教研组、备课组的组织力量，在校本

课程开发中坚持“两途径，三阶段三回合”。

“两途径”，即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的途径。自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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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课程开发的三阶段三回合

而下的途径就是“组织化的系统性方法”，注重学科

内容的校本课程化；自下而上的途径是“非组织化

的、经验性方法”，注重从学生的素材与需求中提炼

出课程内容或为此设置出课程内容，以形成校本课

程。 实际的课程开发需要交织两种途径，在开发环

节上形成三阶段三回合。

“三阶段三回合”（见图 1），即第一阶段第一回

合由备课组或教研组集体备课，依据课程标准并结

合学校年级实际，合作研究需要开设的课程，包括

课程价值与教学目的、实施过程的时间、开课者、作

业与评价等； 然后对学生进行这些课程的调查，了

解学生的需要与建议，包括学生需要另设的校本课

程。 第二阶段第二回合由备课组进行讨论，取舍或

调适第一阶段预设的课程，并确立所要开发的校本

课程的框架， 包括实施框架与具体的内容框架，研

讨课程核心内容与课程亮点。 再由具体开发者进行

课程开发，交出课程初稿或蓝本。 与此同时，要填上

《校本课程申请表》并交到学校课程领导小组，由课

程领导小组确定是否开设本课程，并下发《校本课

程开设通知单》。 第三阶段第三回合就是备课组或

教研组合作研究草拟的校本课程，提出校本课程修

改与完善的具体建议， 再由课程开发者进行修改，
形成物化的校本课程。

我校还注重提升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上的课

程品质，以及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因此，借鉴了累

加递进的课程开发策略（见图 2），不断优化校本课

程质量。

四、积极实施校本课程，

努力培养素养高、创新力强的优秀学生

加强学校教学组织的推动作用，教务处与年级

组组织实施选修课程，坚持对上课教师进行专业培

训，提醒教师选修课教学应凸显教师引领学生理解

课程意义， 明白课程选修的作业形式与测试要求，
加强课堂教学管理，注重学分认定；教务处加强对

教务工作人员的教学管理培训；德育处、年级组注

重对班主任的选修课教学管理的培训。 这样，任课

教师的教学管理与班主任的管理、教务处的教学管

理相结合，有序推进新课程教学。

总之，我们依据学校的发展历史，依托学校的

课程资源，注重学校课程开发与实施的组织化与体

系性，努力彰显校本课程特色，深化学校课程建设

与教学，促进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注重学生的全面

发展，着力培养创新型人才，从而让教师在课程开

发与教学中既得到专业发展，又提升了学校的教育

教学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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