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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课程领导力的提升
———第二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论坛综述

丁　锐，吕立杰
（东北师范大学 教育学部，吉林 长春 １３００２４）

摘要：为了提升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课程领导力，交流学校课程改革规划和校本课

程开发的经验，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教育学会联合主办了第二届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与发展论坛。与会代表就学校如何进行自身课程规划与设计，如何实现课堂优质

高效，如何开发校本课程，如何完成教材的创造性使用与二次开发等问题进行了深

入而热烈的探讨，为学校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建议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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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２年９月１５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

国教育学会共同主办、人民教育出版社报刊社和

长春市实验中学承办、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协

办的第二届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与发展论坛在长春

成功召开。人民教育出版社总编辑韦志榕，中国

教育学会副秘书长马建华在开幕式上致辞，知名

学者叶澜、裴娣娜、马云鹏做了精彩演讲。李臣

之、丁念金、熊 梅、迟 艳 杰、吕 立 杰、陈 旭 远、
孔凡哲、綦春霞等教授参加论坛活动，有的还做

了有深度的报告。来自全国各地的近千名中小学

校长、教研员，师范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课程与教

学论专家学者参加论坛。《中国教育报》、吉林电

视台等十余家媒体对论坛进行了采访报道。人民

教育出版社党委书记郭戈主持开幕式和主论坛，
总编辑助理赵占良做论坛总结。

这次有１８位大、中、小 学 的 课 改 专 家 和 知

名校长分别在两个分论坛作了交流发言。代表们

围绕论坛主题——— “深化课程改革背景下学校课

程领导力的提升”，从学校自身课程规划与设计、

校本课程开发的问题与对策、教材的创造性使用

与二次开发、学校课程改革实践中教师职业能力

的提高以及如何实现优质高效课堂等方面展开了

深入的探讨与交流。东道主长春市实验中学展示

了１５节优质观摩研讨课。论坛交流内容主要有

以下五个方面。

一、学校如何进行自身课程规划与设计

裴娣娜教授认为，校长课程领导力是推进学

校课程改革的关键。学校课程领导是学校育人模

式改革的重要内容，是实现学校多样化发展和个

性化发展的关键。
课程领导力是指按照一定的办学定位、培养

目标所进行的学校课程开发建设与实现全面提升

学校教育质量的能力。课程领导力的内涵要素主

要包括：领导教师团队创造性实施国家课程计划

的能力；开发和整合教育资源建设校本课程的能

力；学校课程实施能力；组织学校课程实践的决

策、引领和调控能力。裴教授认为，学校在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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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总体设计时需要思考的三个立论点，即学校

办学的传统及传承的理念、已有改革积淀的经验

和学校未来发展的愿景。学校课改应注意把握以

下几个基本方面：学校教育理念和课程领导力，
是深化课程改革的关键，地区教育领导阶层的战

略决策力，是保证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核心；课

程改革 的 实 践 模 型，关 键 是 学 校 发 展 模 式 的 转

换；以人为本、多元文化和自主选择，是学校课

程改革的核心教育价值和基本观念；坚持发展主

体意识和特色意识，坚持差异性和多样化发展，
坚持开放和整合，防止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实

用主义的倾向。
她认为，学校进行课程总体设计，要考虑三

个要点：学 校 办 学 定 位；学 校 培 养 目 标；基 础

性、多样性和选择性。比如，吉林省第二实验学

校的办学 理 念：关 注 个 性，开 发 潜 能、科 学 施

教。该校通过研究学生成长的规律、编 写 教 材、
组织实施、班子强力推动、全面智慧的策划等方

面来推进学校课程的开发与设计。东北师大附中

明珠校区在生命教育理念引领下的课程规划包括

三方面：一是国家课程校本改造，二是校本课程

精品化发展，三是实践课程社会化体验。
与 会 代 表 均 认 为，校 长 是 学 校 课 改 的 领

袖，是学校课改成功 与 否 的 关 键。綦 春 霞 教 授

认为，校长课程领 导 力 是 指 以 校 长 为 核 心 的 学

校课程共同体，根据 培 养 目 标 和 办 学 定 位，领

导学校课程设计、实 施 并 结 合 课 程 文 化 建 设 的

领导能力。裴娣娜教 授 认 为，校 长 应 该 勇 于 反

思和超越自我，从自 在 到 自 为，从 经 验 基 础 上

的应对到自主、能动 和 创 造 的 过 程。应 形 成 机

制进行政策支持 与 理 论 引 领，鼓 励 批 判 性 反 思

的课程领导实践，进 行 基 于 行 动 的 课 程 领 导 的

实践研究，基于校本 的 课 程 专 业 研 修。战 略 性

谋划能力和领导 者 品 格 是 决 定 校 长 领 导 力 的 两

个因 素，真 正 的 课 程 领 导 者 应 该 具 有 生 成 意

识、理论气质、变革能力。
广东实验中学注重加强校长对学校的长远发

展规划，近年来打造了科技、艺术、体育三大特

色教育品牌。黎小敏认为，校长先进的教育思想

与理念、开阔的教育视野、高远的办学理想与目

标等深刻影响着、引领着该校发展的方向，在一

定程度上规定了或决定了一个学校的发展空间。

二、聚焦课堂：如何实现优质高效

叶澜教授认为，学校改革的整体，包括学校

领导管理的改革，教师教学改革、学生学习与发

展的改 革。不 能 简 单 地 把 教 学 看 成 是 课 程 的 手

段，这样很容易把教师看成是执行者。教师应该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找到自

己应该和可能的发展，否则职业倦怠就会发生。
她认为，目前课程改革进入了深水区，均衡

发展和内涵发展都要关注。均衡是宏观的，更多

是国家对学校的资源投入，而内涵则要做到学校

改革的内部，如何能够处理好二者的关系是很关

键的。资源的调剂是对学校可持续发展的冲击，
如校长三年必调整，教师三分之一要调动，带来

的弊病比好处要多。新基础教育改革进入生态式

推进，要在生态范围内提升学校的内生长力，叶

教授的团队用近十年的时间，试着走出了均衡与

内涵一致的学校发展之路。她认为，我们需要反

思：我们是否丢掉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比如，我

们的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到底是要知识，还是要

轻视知识，教与学的关系是什么，教学和生活是

否一样，要特别注意教学的特殊性。
她特别强调，课堂教学过程改革的核心是要

变 “预设与执行”为 “预 设 与 生 成”。预 设 是 教

学不能 丢 的，预 设 就 是 在 学 校 中 有 目 的、有 计

划、有组织的过程。在课堂教学改革中，强调将

预设与教学中的生成结合起来，在预设和生成的

内在联系当中，从完全的确定、简单的实现，转

变为有变量、有偶然性的东西，这样的课堂才是

有生命力的。同时，我们可以从目标和过程等几

个维度 来 考 虑 预 设 和 生 成 的 关 系，目 标 要 有 弹

性，留空间，在过程中，还有新的目标生成。
与会的很多校长也非常重视构建高 效 课 堂。

长春市第六中学杨天笑校长认为，促进学生发展

的重点在课堂教学，难点在课堂教学，希望也在

课堂教学。上海市市东中学的金辉校长一共听了

１０００多节 课，每 听 一 位 老 师 上 课，都 会 在 课 后

与老师进行交流。鞍山市第二十六中学通过 “问
题驱动，研训一体，共同发展”的教研模式，来

创设高效课堂。东北师大附中明珠校区在原校长

李颖的带领下试图建构有灵魂、智慧、效益、文

化、发展的课堂。这样的课堂有三个特征：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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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注重体验、关注生成。该校通过这样的课堂

来真正促进学校、教师和学生的发展。
“导学纲要”和 “导学案”成了促进高中实

现高效教学的有效载体。课程纲要主要解决教什

么的问题，导学纲要主要解决怎么教和怎么学，
如何培养学生创造力等问题。沈阳二十中根据高

中阶段学生学习过程，采用递进式导学纲要，使

学生的学习过程充分体现 “方 法—思 维—问 题”
的递进过程。长春市六中培育以导学案为形式的

知识载体，在教学中坚持先学后教、先 练 后 讲，
优化教学过程，重视教学的开放性与学生的自主

性，引导学生进行自我评价与反思。

三、校本课程开发的经验、问题与对策

随着课改的深入开展，各个学校在校本课程

的开发方面呈现了丰富的实践样态。在论坛中，
很多来自一线的校长都介绍了自己在校本课程开

发方面的经验。
上海大同中学郭金华校长认为，大同中学的

校本课 程 开 发 经 历 了 三 个 阶 段。伊 始 阶 段：在

１９８７年进行 了 课 程 结 构 改 革 的 整 体 实 验，开 设

了选修课程，包括知识类课程与技能类课程；扩

展阶段：教师对学生和家长进行了需求与能力方

面的调查，开发了一系列拓展型校本课程和精品

课程；整合阶段：学校对校本课程进行 了 整 合，
包括学科内部、跨学科、超学科的统整等。

东北师大附中邵志豪校长介绍了基于学生自

主发展的校本课程体系。该校２００７年以 来 共 开

发了３００多门校本课程，该校构建了 “目标—模

组—层级”式的课程结构体系，包括八大课程模

组 （身心素养模组、艺术素养模组、语言与文学

素养模组、自然科学素养模组、社会科学素养模

组、技术能力模组、兴趣特长模组、交往实践模

组），开发度向上包括主导性课程与补充性课程，
课程类型丰富 （活动课程与学科课程、分科课程

与综 合 课 程），课 程 包 括 三 个 水 平 层 级 （基 础、
丰富、高级），并通过数量和品质来保障课程的

选择性 （现代性、国际性、自主设计能力）。
吉林省二实验学校开发的校本课程包括主题

体验课程、社团活动课程、民俗节庆课程、综合

实践活动、心理健康课程。深圳市螺岭外国语实

验学校的 “生活化课堂”包括学科教学中的 “生

活化课堂”，校本课程中的 “生活化课堂”，特色

活动中的 “生活化课 堂”。广 州 市 天 河 区 猎 德 小

学潘国 洪 校 长 充 分 利 用 本 土 文 化、优 秀 社 区 资

源、独特的农村自然环境资源，开发了以 “猎德

文化”为核心的系列校本课程。
深圳市宝安中学开发的 “应急避险”课 程，

在全国范围内都引起了广泛的影响。学校最初之

所以开发校本课程，是因为学生缺乏应对危及生

命的突发事 件 或 特 殊 情 况 的 能 力。２００２年９月

开始开设 “应急避险”课程。这个选题符合学生

需求，且填补国家课程在这方面的空白。“应急

避险”课程是在充分调查学生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开发的，包括自然灾害、社会 安 全、卫 生 安 全，
价值导 向 与 人 文 关 怀、科 学 的 态 度 等 主 题 与 内

容。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中充分挖掘和利用社区

资源，如寻求医疗、公安、消防、交通、防疫等

部门专业人士、学生家长、大学教授、课程专家

的帮助，这提升了该校本课程的品质。
很多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方面都取得了丰硕

的成果，但李臣之教授认为，十年来校本课程开

发存在孤独开发、凭经验开发、开发目 标 异 化、
开发范围狭窄、课程领导力弱化等值得注意的问

题。需要进一步理顺课程关系，建章立制，加大

对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校本化实施力度，整体

规划学校课程开发活动，建构 “本校课程”；强

化行动研究，提升学校课程领导力与课程开发能

力；聚焦学生发展，整合教育资源，建立有效互

动的合作机制，形成课程开发合力等。

四、如何完成教材的创造性使用与二次开发

东北师大附小熊梅校长认为，校本课程开发

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开发综合实践活动，一是

国家教材的校本化使用、二次开发。由于教师的

时间和精力有限，教材的二次开发成为减轻教师

负担、保证教学质量的最佳选择。教材单元是开

发教材的基本单位。教材开发者可以将学科内容

体系设计成单元目标和内容，并确定相应的教学

时数、个性化教学模式、教学资源以及评价标准

和评价方式等。教师只有通过对教材少而精的处

理与单元领域的研发，才能走出教学困境。
华东师大 附 中 王 远 老 师 以 历 史 学 科 知 识 为

例，提出了建构、解构、重组 “学科知识 结 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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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策略。他认为，知识的建构对应基础性学

习，知识的解构对应拓展性学习，知识的重组对

应研究性学习。知识解构教学的具体做法：建构

历史概念与概念体系；通过 “解构”激活思维，
通过比较历史学科这些不同的概念体系及其理论

架构，结合对具体历史问题解决的解构与重组活

动激活创新思维；借助个性化作业重组经验，包

括接触前沿学科和完成个性化的历史作业等。

五、如何进行课程实施的研究

马云鹏教授使用文献计量法对２０年 来 有 关

课程实施的研究进行了分析，发现从１９９０年 到

２０１０年，研 究 者 对 课 程 实 施 的 关 注 越 来 越 多，
中小学教师参与研究的比例也在逐年增加，作者

群体的背景越来越多样化。有关课程实施研究的

主题主要包括：课程实施的理论与方法、课程实

施参与者研究、学科课程实施研究、实施状况研

究、课程实施与课堂教学的研究等。有关学科课

程实施的研究比较多 （尤其是体育学科的课程实

施的研究最多），但是从课程实施的角度来看课

堂教学的研究并不多。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来看，
理论与思辨研究的数量最多，其他研究的数量也

在逐渐增加。不同类型作者使用研究方法的情况

分析显示，研究生的研究方法更多元化。２００６—

２０１０年间，研究 生 在 文 章 中 采 用 的 研 究 方 法 主

要是实证研究的方法。
通过对有关课程实施的重点研究的主题进行

分析发现，有８０％的 研 究 是 对 课 程 实 施 问 题 的

一般性的论述，没有理论的分析和实证的资料。
但也有一些文章对课程实施理论与方法进行系统

研究，深入分析课程实施研究问题，梳理课程实

施研究的理论，以及运用有效的方法研究课程实

施问题。从２００５年开始，农村课 程 实 施 研 究 数

量快速增加。
通过对文献的梳理，马云鹏认为，课程实施

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发表的论文大多是一般性讨

论与经验型陈述，缺乏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与实

证研究。对课程实施者的深入研究不够，尤其是

缺乏研究 校 长 和 教 师 在 课 程 实 施 中 的 作 用 和 表

现，对具体的课堂教学研究也存在不足。在今后

的研究中，应该深入研究与教师和课堂有关的问

题，使用多元的研究方法，并且应该鼓励更多的

一线教师和教研人员加入到研究队伍中来，学科

课程实施问题和农村课程实施问题将成为人们未

来的主要研究课题。

六、启示与建议

（一）应该研制国家校长标准，对校 长 进 行

课程开发等方面的培训，增强校长的课程领导力

綦春霞教授指出，英国有国家校长标准，规

定了校长对课程与管理的职责，校长专业培训中

有两个模块，即专门针对校长如何进行课程设置

与标准制定。而我国对校长的课程领导并没有明

确的规定，中小学校长中真正懂课程开发的毕竟

是少数。因此，我们应该在政策方面予以明确的

规定，确定校长课程领导的角色，并且在校长培

训中加入课程开发和课程领导这一模块，提高校

长的课程领导力。
（二）强化行动研究，提升校本课程 开 发 的

质量

很多校长在论坛上都介绍了自己的校本课程

开发的经验，这些经验是课改宝贵的财富，需要

认真总结、反思和提升。但在论坛上也有专家提

出现实的校本课程开发还存在着经验性开发的问

题。基于行动研究的校本课程开发一般应遵循需

求诊断、资源评估、确立目标、组织经验、实施

反思与评价几个环节，任何一个环节的疏漏都会

影响校本课程开发的有效性。因此，在校本课程

开发过程中，鼓励参与的教师能够根据行动研究

的步骤，综合运用问卷调查、访谈、观察等研究

方法，以确保校本课程开发的质量和效度。
（三）建立有效的合作机制，促进学 校 课 程

改革的深化

校长课程领导力是学校课程改革的关键，但

课程领导毕竟是一个群体行为，需要更多的人群

或部门参与进来，包括学校内部的行政领导、学

科组长、普通教师、学生，以及大学教授、家长、
社区人士，教育行政部门、科研院所，甚至媒体。
如果能够建立一个有效的大学、中小学以及教育

行政部门长期有效的合作机制，则更能够提高学

校的课程领导力，促进学校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
（四）加强对学校课程规划、校长课 程 领 导

以及学科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证研究

与会的代表们对各自学校在课程改革方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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尝试做了系统而详细的介绍，很多学校在课程规

划和设计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很多与会者都感

慨，我们 的 校 长 很 了 不 起。但 是 我 们 还 应 该 看

到，关于学校课程规划与设计、校长课 程 领 导，
以及课堂教学改革的实证研究并没有很好地开展

起来，比如有关研究报告还停留在经验总结的阶

段。如果能够从研究的视角进行系统的设计，收

集相关 的 资 料，并 对 结 果 进 行 理 论 的 分 析 和 提

升，我们就很有可能在课程改革实践中，生成本

土的课程领导和课程实施的理论与模型。

（责任编辑：刘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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