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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普通高中特色课程理论是顺应高中特色办学提出的 。 ２００９ 年 ， 时任教育部副部

长陈小述就在
＂

中美高中特色办学研讨会
＂

上指出 ， 高中是学生个性和才能显露与

发展的关键阶段 ， 特色办学才能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 ， 才能为各种人才的成长开辟

不同的道路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纲要 （ ２０ １ ０－２０２０ 年 ） 》 进一步强调 ， 支持普通

髙中学校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 鼓励学校在国家课程方案指导下根据 自身定位和本

地实际 ， 多角度入手 ， 规划符合办学 目标和培养 目标的特色课程 ， 发展学校办学特

色 。
．

髙中特色课程理论有着其独到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 理论上 ， 它验证了多元

智能理论 、 切合人本主义教育思想 、 体现了建构主义的评价观 ； 实践上 ， 它有助于

改变我国髙中 同质化倾 向 ， 改变
一

考定终身 的评价体系 ， 有助于建立 良性的Ｈ级课

程体系 ， 形成灵活多变的课程实施方案 。

本研究从理论上给髙中特色课程的 内涵进行了界定 ， 认为从课程 目标这
一

角度

来看 ， 髙中特色课程主要服务于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学生个性发展需求 ， 并 Ｗ地域社

区化及学校资源为依托 。 在此基础上 ， 对高中特色课程的性质进行分析 ， 归纳其性

质有独特性 、 优质性 、 多样性 、 选择性 、 整体性 、 创新性 。 并指出 高中特色课程具

有长期实践 、 地域校本 、 多元形式的特征 。 同时 ， 进一步把髙中特色课程归纳为兰

种类型 ， 即特色课程 、 课程特色货及特色课程方案 。 在此基础之上 ， 分析了高中特

色课程的核也要素 ， 即个性化的育人 目标 、 统整性课程结构 、 多样化课程实施和特

色化课程评价 。 对髙中特色课程开发步骤进行了阐释 ， 形成了背景分析 、 愿景构建 、

内容设计Ｗ及评价改变基本模式 。 为 了给髙中特色课程开发提供 良性王壤 ， 本研究

还就高中特色课程配套措施进行了分析 ， 内容渉及到政策支撑 、 师资建设 、 场馆建

设化及学生指导制度 。 实践上 ， 本研究主要 市Ｈ所示范离中 的艺体特色课程 、

外语特色课程 及民族特色课程为基础 ， 结合韩国大 田市相关髙中特色课程建设的

经验 ， 研究了实践过程国 内 、 国外特色课程建设的案例 ， 比较了 中韩两国高中特色

课程建设实践过程中 的经验和不足 。 Ｗ期在实践过程中发现问题 、 解决问题 。 有关

髙中特色课程实践中 的 困境和反思将为本研究的进
一

步拓展提供了研究的空间 。

关键词 ： 高中特色课程 、 理论依据 、 实践价值 、 课程开发

Ｉ



Ａｂｓｔｒａｃ ｔ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Ｈ 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ｒｅｐ山ｆｏｒｗａｒｄｔｏｍｅｅｔｔｈｅｎｅｅｄｏｆｃｏｎｓ ｔｒｕｃｔ ｉｎｇ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ｈ 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 ｓ ．Ｉ打２００９
，Ｃｈｅ打Ｘｉａｏｙａ ，

ｔｈｅｎｖ ｉｃｅＭ ｉｎｉｓｔｅｒｏｆｔｈｅＭ ｉｎ ｉｓ ｔｒｙｏｆ

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ｐｏｉｎｔｅｄｏｕｔｔｈａｔ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ｉ ｓａｎ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ｓ ｔａｇｅｔｏｓｈｏｗｃａｓｅａｎｄ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ｔｙ
ａｎｄａｂ ｉ ｌ ｉｔｉｅｓａｔｔｈｅＳ ｉｎｏ－ＵＳ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ｓｅｍ ｉｎａｒ

，

ｂｅｓ ｉｄｅｓｔｈａｔ
，ｈｅａｌ ｓｏｓｔｒｅｓｓｅｄｔｈａｔｏｎｌｙ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 ｓｃａｎａｄａｐｔｔｏｌｈｅ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ｉ ｔｙ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ｐａｖｅｔｈｅｗａｙｆｏｒ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ｖａｒｉｏｕｓｇｉｆｔｓ ．
＇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Ｍｅｄ ｉｕｍ－ａｎｄ－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Ｐ ｌａｎｆｏｒ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２０ １ ０－２０２０

）

’ ，

ｆｕｒｔｈｅｒｐｕｔｍｕｃｈｅｍｐｈａｓ ｉ ｓｏｎｓｕｐｐｏｒｔ ｉｎｇ化ｅｅｓｔａＷ ｉ ｓｈ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ｄ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ｓ
，ａｎｄ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ｓ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 ｓｔｏｄｅｓ ｉｇｎ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ｇｕ ｉｄａｎｃｅｏｆｔｈｅｎａｔ ｉｏｎａｌｃｕｒｒｉｃｕ ｌｕｍｐｒｏｇｒａｍ ｓｉ打ａｃｃｏｒｄａｎｃｅｔｏｔｈｅ ｉｒｌｏｃａｔｉｏ打ａｎｄ

ｌｏｃａｌｃｏｎｄ ｉｔｉｏｎｓｆｒｏｍ ｍｕｌｔ ｉｐ ｌ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 ｉｖｅ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ｔｈｅｏｒｙｈａｓｉ ｔｓｕｎｉｑｕｅ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ｂａｓｉｓａｎｄ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ａ ｌｖａｌｕｅｓ ．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ｌｙ，ｉｔｖａｌ ｉｄａｔｅ ｓ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ｕｌｔ ｉｐ ｌｅ ｉｎｔｅ ｌ ｌ ｉｇｅｎｃｅｓ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ｉ ｓ ｔ ｉｃ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ａｌｔｈｏｕｇｈｔ
，
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ｓＣＯ打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 ｓｍ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打

；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ｌｙ，ｉｔ

ｈｅ ｌｐｓｔｏｃｈａｎｇｅｏｕｒ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ｈｏｍｏｇｅｎｏｕｓｔｅｎｄｅｎｃｙａｎｄ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ａ

ｌ ｉｆｅ
－ｄｅｔｅｒｍ ｉｎｉｎｇ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打ｓｙｓｔｅｍ

，
ｈｅｎｃｅｆａｄ ｌ ｉｔａｔ ｉｎｇ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ｒｅｅ －

ｇｒａｄｅ

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ｓｙｓｔｅｍａｎｄｆｌｅｘ化 ｌｅ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ｉｍｐ ｌｅｍｅｎｔｉｎｇ
ｄｅ ｓ ｉｇｎｓ ．

Ｔｈｉ 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ｔｈｅｏｒｅｔ ｉｃａｌ ｌｙｄｅｆｉｎｅ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ｓｏｆ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

Ｆｒｏｍ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ｏｆｃｕｒｒｉｃｕｌｕｍ

ｇｏａｌ ｓ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ｍａｉｎｌｙ

ｓｅｒｖｅａｓ

ｔｈｅＳｃｈｏｏ ｌＭ ｉ ｓｓ ｉｏｎ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ｎｅｅｄｓａｎｄ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

ｂａｓｅｄｏ打ｔｈｅｌｏｃ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 ｉｅ ｓａｎｄｓｃｈｏｏ ｌｒ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打ｔｈｉ ｓｂａｓ ｉ ｓ
，

ｔｈｉ ｓ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ｓｔｈｅｎａｔｕｒｅｏｆ ｔｈｅ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ａｎｄｓｕｍｍａｒ ｉｚｅｓｉｔｓ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 ｉｃｓａｓ抗 ｌ ｌｏｗｓ ：ｕｎｉｑｕｅｎｅ ｓ ｓ
，

ｑｕａ ｌ ｉｔｙ，ｄｉｖｅｒｓ ｉ ｔｙ，ｓｅ ｌｅｃｔ ｉｖ ｉ ｔｙ，ｉｎｔｅｇｒｉ ｔｙａｎｄｃｒｅａｔｉｖ ｉｔｙ．Ａｎｄｉｔｆｕｒｔｈｅｒ
ｐｏ ｉｎｔｓｏｕｔｔｈａｔ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ｈａｖｅｌｏｎｇ
－

ｔｅｒｍ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ｓｃｈｏｏ ｌ

－ｂａｓｅｄ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ｉ ｓｍａｎｄ

ｍ山ｔ ｉ
－

ｆｂｒｍ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Ｍｅａｎｗｈｉ ｌｅ
，

ｉ ｔｆｕｒｔｈｅｒ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 ｓ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 ｓｉｎｔｏ

ｔｈｒｅｅ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
，ｃｏｕｒｓｅｆｅａｔｕｒｅｓａｎｄ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ｃｈｅｍｅｓ ．Ｂａｓｅｄｏｎｔｈｅａｂｏｖｅ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

ｔｈｅｓｔｕｄｙ
ａｎａｌｙｚｅ ｓｔｈｅｃｏｒｅｅ ｌｅｍｅｎｔｓｏｆ ｔｈｅｈ 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 ｓ

，
ｔｈａｔ

ｉ ｓｉｎｄ ｉｖｉｄｕａｌ ｉｚｅｄ
ｇｏａｌ ｓｏｆｅｄｕｃａｔｉｎｇ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ｔｅｇｒａｔ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ｄ ｉｖｅｒｓｅｃｏｕｒｓｅ

ｉｍｐ ｌｅｍｅ打ｔａｔ ｉｏ打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ｓｙｓｔｅｍ？ 了ｈｅ
ｐａｐ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ｓｔｈ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ｓｔａｇｅ ｓｏｆ

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 ｓａｎｄｆｏｒｍ ｓ化ｅｐａｔｔｅｒｎｏｆ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ｖｉ ｓ ｉｏｎ

ＣＯ打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
，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ｄｅｓ ｉｇｎａｎｄ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ｏｒｄｅｒｔｏｐｒｏｖ ｉｄｅｈｅ ｌｐｆｏｒｔｈｅ

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ｆ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 ｓ
，ｔｈｉ ｓｓｔｕｄｙａｌ ｓｏａｎａｌｙｚｅ ｓ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 ｓｒｅｆｅｒｒ ｉｎｇ
ｔｏｔｈｅ

ｐｏ ｌ ｉｃｙ
ｓｕｐｐｏｒｔ

，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ｓｔａｄ ｉｕｍ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ｉｏｎａｎｄ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

ｇｕｉｄａｎｃｅｓｙ巧ｅｍ． 虹
ｐｒａｃ ｔ ｉｃｅ

，
ｔｈ ｉ ｓｓｔｕｄｙ

ｍａｉｎｌｙ
ｔａｋｅｓｔｈｒｅｅｍｏｄｅ ｌ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 ｓ

ａｓａ打ｅｘａｍｐ ｌｅ
，
ａ ｉｕｓｔｒａｔ 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ｒ
ｐｈｙｓ ｉｃａｌａｎｄａｒｔ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Ｇｕｒｓｅｓ

，
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Ｅｎｇ ｌ ｉ ｓｈｃｏｕｒｓｅ

ａｎ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ｗｉｔｈｅｔｈｎｉｃ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 ｓｔｉｃ ｓ
，ｃｏｍｂ ｉｎｅｄｗ ｉ ｔｈ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 Ｉ



Ａｂ ｓｔｒａｃｔ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ｉｎＳｏｕｔｈＫｏｒｅａＴａｅ
ｊ
ｏｎ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ｓ ．Ｉｔｓｔｕｄ ｉｅｓｔｈｅｃａｓｅｓｏｆ ｂｏｔｈｄｏｍｅｓｔｉｃａｎｄ

ｏｖｅｒｓｅａｓ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 ｓａｎｄｃｏｍｐａｒｅｓｔｈｅ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ａｎｄｓｈｏｒｔａｇｅｉｎｄｅｖｅ ｌｏｐ ｉｎｇ
ｔｈｅｈｉｇｈ

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ｉｎｈｏｐｅｏｆｆｉｎｄｉｎｇｐｒｏｂ ｌｅｍｓａｎｄｓｏ ｌｖ ｉｎｇｔｈｅｍｉｎ
ｐｒａｃｔ ｉｃｅ ．Ｔｈｅ

ｐ ｌ ｉｇｈｔａｎｄ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打ａｂｏｕｔｔｈｅｈ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ｌｅａｖｅｓｏｍｅｓｐａｃｅｆｏｒｆｏｒｔｈｅｒ

ｓｔｕｄ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ｈ ｉｇｈｓｃｈｏｏ ｌｆｅａｔｕｒｅｄｃｏｕｒｓｅｓ

；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ｂａｓ ｉ ｓ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ｖａｌｕｅｓ
；

ｃｏｕｒｓｅｄｅｖｅ 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 Ｉ Ｉ



 １＾

目录

ｍ １

一

＞ 选題缘＊ １

（

一

） 普通高中改革成为教育热点 ， 髙中课程建设与发展提上议事 日程 １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提出 １

（Ｈ ） 本人有多年离中学校工作经历 ２

二 ＞文献综述 ３

（

一

） 有关概念的界定 ； ３

（二 ） 高中特色课程研究现状 ５

Ｈ 、 研究意义 １ ０

（

一

） 从学术角度来看 １ ０

（二 ） 从应用价值来看 １ １

四 、 研究思路 １ １

五 、 研究方法 １ ２

第一章 ： 持色课程￣￣我国髙中课程改革的新生机 １ ３

一

、 国 内外商中课程发展趋势 １ ３

二 、 我国高中课程方案的历史 、 现状 ： ． ． ． ． ． ． ． ． ． １ ５

Ｈ 、 巧中特色课程一我国高中课程改革新生机   １ ６

四 、 巧中特色谏程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１ ７

（

一

） 理论依据 １ ７

（ 二 ） 实践价值 ２０

五 、 髙中特色巧程建设的现状分析 ２５

（

一

） 国 内 Ｍ 市 问卷调研情况  ２５

（ 二 ） 韩国 Ｄ 市高中调研悟况 ３０

第二章 ： 商中特色课程理论分析   ３２

一

、 商中特色课程界定及其内涵 ３２

二 、 商中特色谋程的性质  ３４

兰 、 高中特色课程特征 ３６

四 、 高中特色谋程种葦 ３ ７

五 、 高中特色谋程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４ １

（

一

） 高中特色课程的开设 目 的究竟为何 ？ ４ １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性质上属于哪
一类课程 ？ ４ １

Ｉ



 １＾

（Ｈ ） 高中特色课程究竟要
＂

特
＂

在何处 ？ ４３

（ 四 ） 高中特色课程实施应关注的 问题有哪些 ？ ４３

第３章 ： 高中特色课程核也元素 ４６

一

、 个性化的育人 目标  ４６

（

一

） 个性发展是髙中教育的发展 目标 ４６

（二 ） 特色课程是实现个性发展育人 目 标的手段 ４７

二 、 学生是高中特色课涅的重要资源 ４９

（

一

） 学生的生活即 为课程 ４９

（二 ） 学生的兴趣即为课程 ５ １

（Ｈ ） 学生的个性需求即为课程 ５２

三 、 统整性 、 融合化的课程结构 ５４

（

一

） 高中特色课程
＂

妾延
＂

现象 ５ ５

（二 ） 统整性 、 融合化的高中特色课程 ６３

四 、 多样化高中特色课程的实施 ６９

（

一

） 宏观层面的高中特色课程实施一特色组合方案 ６９

（二 ） 微观层面的离中特色巧程实施——教师特色课堂 ７２

五 、 特色化的巧程评价 ７６

（

一

） 高中特色课程评价的 内容  ７６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课堂教学评价 ７６

（Ｈ ） 髙中特色课程学业成就评价 ７９

第四章 ： 高中特色谋程开发具体步巧 ８３

一

、 背景分析． ． ． ． ８３

二、 课程應景构建 ８４

（

一

） 鼓励个人愿景 ， 相互沟通协作  ８４

（二 ） 团队学习 ， 系统思考 ８ ５

（Ｈ ） 清晰明确的表述％

Ｈ、 谏程 目标的厘定化

（

一

） 高中特色课程 目标的 内容％

（二 ） 髙中特色课程 目标设计的原则 ８７

四 、 课程内容的设计 ８ ８

（

一

） 内容设计的取 向 ８９

（ 二 ） 课程 内容组织原则 ９０

五 、 谏程评价的改变 ９ １

Ｉ Ｉ





（

一

） 特色课程实施前的评价 ９ １

（二 ） 特色课程实施中 的评价把

（Ｈ ） 特色课程实施后的评价 ９２

第五章 ： 高中将色课程配套措施 ９４

一

、 高中特色课程政策支持 ９４

（

―

） 国家课程政策引领 ９４

（二 ） 地方课程政策的支持  ％

（Ｈ ） 学校课程政策的保障 ９６

二 、 高中特色课程师资建设 ９７

（

一

） 特色课程与特色教师关系 ９ ８

（二 ） 特色教师的特质 １ ００

（Ｈ ） 高中特色教师的培养 １ ０２

吉 特色课程场馆建＠ １ ０６

四 、 学生指导制度常态化 ， ，
 １ ０７

（

一

） 指导制度的必要性 １ ０７

（二 ） 指导制度的 内容  １ ０９

．

（Ｈ ） 指导制度孕育特色课程 ，
． ． ． ． ． ． ． ． ． １ １ １

第六章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反思与借鉴 １ １ ５

一

、 普通高中将色谏程建设困境及对策   １ １ ５

（

一

） 亟待改变的高考评价制度 ！ １ １ ５

（二 ） 有效投入解决高中办学资源不足  １ １ ６

（Ｈ ） 合理利用课程资源   １ １ ９

二 、 反思及借鉴 １ ２２

（

一

） 基于
＂

多样性
＂

抑或
＂

特色性
＂

理性思考 ； １ ２２

（ 二 ） 中韩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特色课程比较 １ ２８

（Ｈ ） 高中特色课程共享 １ ３ ８

结语 １ ４２

  — １ ４３

Ｉ Ｉ Ｉ





＇

绪论


绪论
一

、 选题缘由

（

一

） 普通高中改革成为教育热点 ， 高中课程建设与发展提上议事 日程 。

近 ２０ 年来 ， 中等教育 已然成为世界教育的
一个热点 问题。 世界各国都制定 了相

应的高中教育改革计划 ， 正如 ＯＥＣＤ（经济合作发展组织 ） 指出 的那样 ：

＂

中等

教育作为人的整体受教育过程中 的关键时期 ，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它在个人未

来成功 Ｗ及国家竞争力方面的意义 ， 纷纷制定新的评价标准 ， 探讨其发展规划 ，

Ｗ提高中等教育的质量
＂

。

＠
要提高中等教育高中教学质量 ， 除了重新审视高中教

育的 目 标 、 价值Ｗ外 ， 更重要的是通过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来积极推进多样化和特

色化学校建设 ， 全面提升高中教育教学的质量 。 目前 ， 我国高中课程涉及国家课

程 、 地方课程Ｗ及校本课程Ｈ级课程管理结构己经形成 ， 其中选修课程的设置是

高中课程改革的重大变化 ， 可Ｗ说 ， 选修课程关乎高中学校培养 目标Ｗ及学生多

样化发展 。 但是 ， 影响选修课程开设问题依然存在 ， 主要表现在 ： 国家给予巧方

和学校开设的选修课程空间小 ， 难Ｗ真正培养学生 自主选择的能力 Ｗ及个性化发

展 ； 有些学校虽然开设许多选修课程 ， 但缺乏规范性 、 目 的性和特色性 ， 造成课

程蔓延现象 ； 学生选修课程存在功利性 、 片面性和盲 目 性 ， 教师课程开发能力不

足 ； 高中课程评价体系不完善 ， 大部分选修课程没有纳入离考范围 ， 使得选修课

程在实践中难 Ｗ落实 。 为此 ， 如何建立特色化的选修巧程体系 （可 Ｗ称之为高中

特色课程 ） 既满足学校办学特色又适合学生个性化发展 ， 并建立相对完整的课程

开发 、 实施 、 评价措施 已成为 当下之必需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提出 。

２００ １ 年 ６ 月 ， 我国教育部颁布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 ， 规划

了２ １ 世纪初我国高中改革的基本蓝图 。 它要求我们立足于国际教育的广阔视野

和 自 身改革的实践经验 ， 重新审视高中课程方案 ， 重新制定高中课程标准 ， 重新

建构高中 的基础学科 。 明确指出 ； 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

个性的发展 ， 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 ， 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 ， 设置丰富多

样的选修课程 ， 开设技术类课程 。 积极试行学分制管理 。

＠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 国务院

。

霍益萍主编 ． 普通 高 中现状调研与 问题讨论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 化社 ，
２ ０ １ ０ ： ２ ６

。

钟启泉 ， 崔允鄭 ， 张华主编 ．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 试行 ） 解读 ［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１ ： ５

１





ｍ


印发了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 ｗ下简称纲

要 ） ， 进一步指出离中阶段教育肩负着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国 民素

质 、 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 、 培养合格公 民的重要使命 ，

作为 国 民教育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 高中教育不但会带动基础教育质量的

提升 ， 还决定着高等教育生源质量 ， 影响着高等教育的发展后劲 。 为此 ， 纲要明

确提出推进培养模式多样化 ， 满足不同潜质学生的发展需要 ， 鼓励高中办出特色 ，

支持普通高中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

＠
由此可见 ， 高中特色课程的提出是为 了解

决长期 Ｗ来我国高中普通高中培养 目标和课程建设的 同质化倾 向 ， 进一步完善社

会发展 、 学生 自 身发展对高中课程提出 的新的要求 。 同时 ， 随着我国高考评价方

式的改革 ， 改变了
＂
一考定终身

＂

的片面的评价方式 ， 更多地考核学生的综合素

质 ， 而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恰好顺应了这一评价制度 ， 可Ｗ说 ， 高中特色课程正是

反映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最佳平台 。 因此 ， 本研究的现实意义非常充分 。

（Ｈ ） 本人有多年高中学校工作经历 ， 对高中 的课程建设现状和 问题有比较

深刻的认识 。

本人有在高中长期从教和管理经验 ， Ｗ往高中课程建设主要是 Ｗ高考为 中

必 ， 涉及到高考科 目 的学校课程一般都受到普遍重视 ， 而
一些高考中不曾渉猎 、

却对学生身也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的科 目 ， 往往不为学校及教师重视 ， 成为
＂

边缘

化
＂

的科 目 。 纵然是个别学校倡导艺术 、 体育课程 ， 也只是为 了追求高考升学率 ，

寻求在艺体高考招生考生中有所突破 ， 并不是真正把艺体课程当作有利于学生身

也发展的科 目来开设 ， 功利性的现象时有发生 。 功利化的高中课程 已经造成 了一

些较为严重的现实问题 ， 比如教师教得累 ， 既要顺应社会 、 家长对高考升学率的

高要求 ， 又要满足高中课程改革多样化 、 选择性素质教育的要求 ， 介于两难之间

无所适从 ； 学生学得累 ， 家长的要求 、 社会的压力 ， 上高中唯一追求的 目 标就是

考上
一所理想的高校 ， 甚至认为考不上

＂

２ １ １ 、 ９８５
＂

就是失败 ， 个人兴趣 、 爱好

乃至个性追求
一切都摆在

一边 ， 书 山题海成为许多高中学子Ｈ年的所有高中 生活

的缩影 ； 学校领导更累 ， 要同时兼顾社会家长和教育主管部口对培养学生的不 同

要求 ， 还要考虑开设各种课程所需的经费 、 人员 Ｗ及课程安排等等 。 高中特色课

①
顾 明远 ， 石 中 英主编 ． 国 家 中 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解读 Ｍ ］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

化社２ ０ １ ０
：１ ２ ２

２



绪论


程建设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究竟何在 ？ 特色课程建设中存在哪些 问题 ？ 如何解

决 ？ 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核也步骤与配套措施究竟有哪些 ？ 这些现实 问题都是

本研究不容回避的 。 本人长期在高中教学管理经验有助于我完成本研究的 自信 。

二 、 文献综述

（

一

） 有关概念的界定

目前学界对
＂

高中特色课程
＂

概念没有权威界定 ， 本研究对相关定义稍作

梳理 ， 比较有典型意义的定义如下 ：

学者 有关
＂

特 色课程
。

的定叉

是学校在一定办学思想指导下和办学 实践 中逐步创建的具有

一定特征和影响 力 的课程 ， 对于 当 前普通 高 中 学校而言 ， 它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 院 ： 黄
既可 ｋ乂是一 口课程 ， 也可 ｌａ是一类课程或一个课程群 、

一个
晓冷

课程领域 ；
既包括对 国 家课程的改进 ， 也可＂指一些地方课

程和学校的校本课程
①

指地方或学枚参照 自 己的教育思想和教育 目 标 ， 根据 自 己的
上海 阅行 区教育 学 院 ： 何

教育经验和课程能力等 ， 在实践 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
永紅

有一定特征和影咐力 的地方课程或校本课程 ？

。

＾乂 学生
‘

特需
，

为核 ‘Ｕ
， 有独特的课程理念 、 目 标 、 内 容实

施与评价方式的课程。

一般地说 ， 特 色课程包括王个层面 ：

上海黄浦 区教育 学 院 ： 邢
从宏观上说 ， 特 色课程即学枚的课程模式 ；

从中观上说 ， 特
至阵 、 韩立芬

色课程即 学科领域的课程集群 ；
从微观上说 ， 特 色课程即有

特点的校本课程 。

？

普通 高 中 学校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 根据本校的 办学理

首都师范大学 ： 石 鸭念 ，
＞

＾义 学生 的需求与发展为板瓜 ，
＞

＞乂地域、 社 区 与 学枚资源

为依托 ， 经过比较长期的课程实践 ，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

黄晓玲． 普通 高 中 学枚特 色课程建设的 实践路径 ｍ ． 教学与管理 ，

２ ０ １ ２
，

（ １ ０ ）

？

何永红 ． 学枚
＂

特 色课程
。

的定位及其发展策略 ｍ ． 教育科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１

，
（ １ 的

？

邢至巧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 ８ 问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１ 、 ３ ３ ．

３



＾ ＾

具右独特性的整体风格和 出 色的育人成效的课程 、 课程 实施

或课程方案 。

？

综观上述特色课程之定义 ， 各有侧重 ， 总体上都阐述了高中特色课程的 目 标 、

类别 。 对比不同学者的观点 ， 阐 明高中特色课程的定义可 Ｗ使我们对高中特色课

程内涵有进
一

步的认识 ， 避免对高中特色课程的 曲解 。

本研究根据 《Ｍ 市普通高中特色课程调查问卷 》 （发放问卷 ２８０ 份 ， 回收 ２７６

份 ， 回收率 ９８ ．５ ７％ 。 该问卷设计教师问卷和学生问卷两种 ） ， 设计了对高中特色

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 优势性 、 主要课程资源 、 有效途径等方面的 问题 ， 从回收的

问卷来看 ， 对高中开设特色课程的态度 ， ７９ ．６％教师和 ７ １％的学生认为有必要 ，

证明在当下离中课程改革重视选择性和多样性课程同时 ， 髙中特色课程建设能为

广大师生所理解接受 。 ４８％的教师认为高中特色课程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 ， 实

现高中教育大众化 ， 日６％教师认为商中特色课程主要应依据学校办学理念 ， 系统

设计开发 、 培养特色 ， 并有 ４０ ．６％的髙中教师将特色点定位在基于独有资源和学

校学科优势两个方面 。 ５６％的高中学生回答 自 己所理解的特色课程应该是
＂

在先

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 根据本校的办学理念 ， Ｗ学生的需求与发展为核也 ， Ｗ地

域 、 化区与学校资源为依托 ， 经过长期的课程实践 ，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

独特性的整体风格和 出色的育人成效的课程 、 课程实施或课程方案
＂

。

依据教师和学生的 问卷调查 ， 本研究认为高中特色课程至少有Ｗ下几个特点

在师生中形成共识 ：

一

是对于特色课程开设的必要性 ， 大多数学生认为相当有必

要 ， 说明在当下高中课程改革要求下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己然成为教师和学生的

必须 ， 这为高中特色课程的开发提供了现实的依据 ；
二是就高中特色课程的 内容

来看 ， 绝大多数的教师和学生都认为高中特色课程应该基于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

展送
一

宗 旨来开发相应的课程 ， 只是教师和学生的立足点不尽相同 ， 教师倾 向于

学校的学科优势和独有的资源 ， 而学生更多倾 向于地域 、 社区和学校的资源 。 但

在结合学校的办学理念送
一

角度上 ， 师生之间有较高的重合 ；
兰是就特色课程特

性 ， 基本上在独特性 、 优质性 、 选择性 、 过程性上有共识 ， 但教师更关注特色课

程在学 习课程体系中 的
一

体化整合 。 同时 ， 学生和教师也十分关注高考评价系统

的改革 ， 认为如果没有合适的高考评价系统相对应 ， 高中特色课程很难在普通高

？
石 鸭 ． 普通高 中特 色课程开发研究 山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 ０ １ ２
，

（ １ ２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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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实施 。

因此综合上述因素 ， 本研究ｗ为 ， 高中特色课程应该是普通島中在先进的教

育思想指导下 ， 根据学校的办学理念 ， Ｗ学生的需求与发展为核也 ， Ｗ地域 、 社

区与学校资源为依托 ， 经过比较长期的课程实践 ，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具有独

特性 、 优质性 、 选择性 、 稳定性和整体性及出色育人成效的课程 、 课程实施或课

程方案 。 也就是说 ， 本研究同意学者石鸣的概括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研究现状

考査中 国知网 １ ９８０
—

２０ １ ４ 年相关
＂

特色课程
＂

的文章共 ２ ，３５ ７ 条 ， 共 １ １ ８

页 。 其中核也期刊的文章有 ４５３ 条 ， 合计 ２３ 页 。

１ ． 国 内研究状况

１ ） 不同视角 的研究

国 内很多学者站在不同的视角对特色课程进行研究 ， 主要是体现了思维方

式的不同 Ｗ及从整体和局部两个方面进行不同的研究 。

石鹤从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研究的角度 ， 阐 明 了高中特色课程的定义 ， 并指

出高中特色课程包括Ｈ大类 ：

一

是学校 自 己创造性开发的课程 ；
二是学校对各种

课程特色化实施 ， 即裸程的特色 ； Ｈ是学校整个课程结构和实施方案的特色组合

方案 。 在此基础上 ， 他还系统地阐述了髙中特色课程开发的意义和策略 。 可Ｗ ｉｇ ，

石聘的研究是较全面具体的 。

？

王建 、 吴永军则从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所面临的 问题着手 ， 指出高中特色课

程建设不可回避的几个问题 ， 包括高中特色课程开设的 自 的为何 ？ 高中特色课程

属于Ｈ级课程的哪
一类 ？ 高中特色课程究竟应

＂

将
＂

在何处 ？ 高中特色课程实施

应关注哪些问题 ？ 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 即 明确特色课程 目标 、 类别和特性 ； 改

革高考评价制度 ， 为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提供 良性±壌 ； 建立整体化课程体系 ， 完

善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

？

徐±强从高中特色课程模式入手 ， 研究了上海市普通商中特色课程建设情

况 ， 提出高中特色课程Ｈ种模式 ： 直通道式 （学校选择某一科 目 为特色建设重点

科 目 ， 其他子科 目 都必须圃绕它 ） 、 金字塔式 （依据年级高低 ， 特色课程 内容结

构不断变窄 ， 形如金字塔 ） 、 植入式 （从无到有 ， 学校另辟暧径在原有高中课程

？
名 鸭 ． 普通高 中特 色课程开发研究 ［ Ｊ ］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 ０ １ ２
， （ ｌ Ｕ

？
王建 、 吴永军 ． 高 中特 色课程建设问题及对策ｍ教育科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４ ， （ ０ １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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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 内植入的某
一类课程 ） 。 并进

一

步提出特色课程领域与建设模式之间匹配问

题、 特色课程如何从形式上拓展与研究型课程有所突破的 问题 、 特色课程面对全

体与部分学生相结合的 问题 。

？

黄晓玲从普通高中学校特色课程建设实践路径视角 ， 指出高中特色课程建

立的基本思路有Ｈ ：

—

为整体规划 ， 科学建构 ；
二为依托学校 自 身特点或优势来

确立特色课程 ；
Ｈ是继承和创新中生长特色课程 。 并进

一

步研究了高中特色课程

＂

特色点
＂

Ｗ及开发模式 、 课程形态 、 大致阶段 ， 明确 了特色课程建设应注意的

问题。

⑤

此外 ， 袁再旺提出 了走适合学＾的特色课程之路 。

＠
何永红则指出特色课程

必须有效地融合于学校整体课程体系之中 。

？

还有
一些学者就特色学校与特色课程么间的关系进行研究 ， 朱华伟 、 李伟

成Ｗ广州市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实践为例 ， 阐 明 了特色课程建设是推动高中特

色化发展的重大举措 。

？
何勇平 、 范蔚表明 了校本特色课程开发 ， 有利于学生的

需要 、 教师专业成长 、 彰显学校特色 ， 并达到学校更新 。

？
董辉则对中小学特色

学校及其课程建设进行反思 ， 表明特色学校及其课程建设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教育

多样化 ， 但也带来教育管理中
＂

绩效表现主义
＂

蔓延 、 弱势群体子女 向上流动教

育功能阻滞 及教育物品属性上公共性价值的流失等问题 。 这些研究往往都和学

校特色建设相联系 ， 具有局部个案研究的特点 。

？

也有一些学者从特色课程区域资源角度入手 ， 探寻区域特色课程资源的现

状 、 问题与趋势 。 白杨认为区域特色课程资源进入教育教学实践存在着研究面狭

窄 、 研究方法缺陷 、 主题把握不准Ｗ及基础理论单一的不足 。

？
Ｔ玉祥等Ｗ中学

区域校本特色课程建设的创新路径为立足点 ， 指出行政发动 、 机制引动 、 课题带

动 、 活动促动 、 专家推动 、 模式驱动 、 评估拉动 、 他域借鉴的课程建设策略 。

＠

２ ） 对高中特色课程存在问题研究

①

徐击强 ． 普通高 中特 色课程建设模式初探ｍ ． 上海教育科研 ，
２ ０ １ ３（０ ５）

？

黄晓玲． 普通 高 中 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 实践路径 ｍ ． 教学 与管迅 ２ ０ １ ２
，

（ １ ０ ）

？

袁再 ＨＥ ． 浅谈普通 高 中
＂

特 色课程
， ，

的开发 山 ． 人民教育 ，
２ ０ １ ２

， （ ０ ７ ）

？
何永紅 ． 学校

＂

特 色课程
。

的定位及其发展策略 ｍ ． 教育科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１

，
（ １ ０ ）

①

朱华伟 、 李伟成． 特 色课程建设推动学校特 色化发展 ［
Ｊ ］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 ０ １ ５（０ ９ ）

？
何勇 平 、 范ｉｆ ． 校本课程的特 色与 学校更新 ［

Ｊ ］ ． 课乾 教材． 教法 ，
２ ０ ０ ６（１ ０）

？

董辉． 对 中 小 学特 色学校及其课程建设的观察与思考 ｍ ． 全球教育展望 ，
２ ０ １ ４（０ ６）

？
白抓 我 国 区域特 色课程资源研究 ： 现状 、 问题与趁势ｍ ． 课程 ． 教林 教法 ，

２ ０ １ ５（０ ６）

？
了 玉祥争 区域课程建设的基本路径与推进策略 ［

Ｊ
］

． 教学 与管理 ，
２ ０ １ ４（ １ ０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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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存在问题的研究 ， 往往结合在高中特色办学形式化、

功利化研究之中 。

李颖认为一些学校急功近利启动特色项 目 ， 将特色项 目 作为敷衍检查的
＂

看

点
＂

或交流总结的
＂

亮点
＂

， 或照搬其他学校经验 ， 忽略 自 身 的特色优势 ， 或依

据管理者个人理念和喜好主观选择特色建设出发点和切入点 。

？

殷桂金指出学校特色出现
＂

为特色而特色
＂

的现象较为普遍 ， 主要表现在

功利化 、 口头化 、 拼盘化 、 短期化和多变化。

？

所有这些学校办学特色的 问题 ， 涉及到特色课程建设上就会出现学校特色

课程口类相对集中在艺体特色课程和德育特色活动课程上 ， 原因是这些课程比较

容易 出成效 ， 艺体特色课程直接影响到学校的高考升学率 ， 德育特色课程则易于

被外人所见 ， 得到社会好评 。 所Ｗ ， 特色课程建设就出现了
＂

认识层面多 ， 实践

操作少 ； 课外实施多 ， 课程实施少 ； 贴标签得多 ， 积淀生成少
＂

这一状况 。

３ ）对离中特色课程开发策略的研究

石鸣基于他对特色课程类型的研究 ， 概括了现阶段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策略

为 ： 稳妥开发特色课程口类 ， 积极倡导特色课程实施 ， 大力创新特色课程结构方

案 。 送Ｈ大策略正好对应他的特色课程Ｈ大分类 。

＠

何永红认为创建特色课程一是要在课程规划和课程实施中决策和生成特色

课程 ； 同时还要综合利用多类资源提升课程发展的速度 。

？

袁再旺则明确表明特色课程要从学校优势出发 ， 着力点放在学生素质结梅
^

优化上 ， 同时要调动教师和学生参与课程开发积极性 ， 使将色课程规范化 、 弹性

化 。

⑥

国 内高中特色课程研究呈现多角度 ， 就髙中特色课程内容应该涉及学生个

性发展需求Ｗ及学校办学特色 ， 高中特色课程性质特点上多有共识 。 但在合理利

用地域资源Ｗ及特色课程评价问题上研究还显得不足 。

２ ． 国外研究状况

考查国外期刊 ＥＢＳＣＯＨＯＳＴ 有关 ｈ ｉ曲 ｓｃｈｏｏ ｌｃｕｒｒ ｉ ｃ ｕ ｌ ｕｍ（高中课程 ） 共计

＊

李親 特 色普通 高 中建设的现状 、 问题与对策 ［ Ｊ ］ ． 现代教育管理 ，
２ ０ １ ２ （ ０ １ ）

？
啟桂金 ． 普通 高 中 学校特 色的定位与 类型 ［

Ｊ
］

． 教育科学研究 ，
２ ０ １ １（ １ １ ）

？

同上
？

同上
？

同上

７



＾

查询结果 ６ ，７ ３９ 条 。 进一步查找 ｈ ｉ曲 ｓ ｃｈｏｏ ｌｅ ｌ ｅ ｃ ｔ ｉ ｖｅ ｃ ｏｕｒ ｓ ｅ ｓ（ 高中选修课

程 ） 共计 ６４ 条 。 送其中有涉及到选修课程制度不足 、 学生的兴趣Ｗ及学生的倾

向 性 Ｗ及各个学科选修课程 的研究 ， 但商 中特色课程没有直接提到 的 。 在

閒ＳＣ０Ｈ０ＳＴ 上查找 ｆｅａｔｕｒｅｃｏｕｒ ｓ ｅ ｓ（特色课程 ） 没有找到相关条文 。

造成这种
＂

外冷 内热
＂

现象的主要原因有二 ，

一

是国外高中基本上都是分类

办学 ， 因而送个
＂

类
＂

就决定了它 自 身 的特色 ， 无须通过特色课程来加 Ｗ彰显 ；

二是因为 国外高中基本上都开设有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 ， 这些选修课程本身就是

特色课程的一种 ， 原因是选修课 自 身就是有特色的课程口类 ， 同时学生选择哪
一

口课程本身就包含着课程实施的特色化 。

国 内王帅在研究基于政府政策的英国特色学校发展及肩示过程中 ， 曾提到

英国特色学校计划表现形式上 由侧重单
一

的特色课程建设发展到深入所有课程

领域 、 管理层次 、 学校精神改善 ， 再到倡导学校之间 、 学校与企业 、 学校与社区

的合作发展 ， 似乎说明 了英国特色学校正在 由单一特色课程建设转向加强家庭 、

学校 、 社区的合作协调 。

？

胡庆芳博±在其博±论文 《美国高中课程发展研究 》 中谈到美国高中设置

了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 ， 学生对课程享有广泛的选择权 。 这验证了美国 Ｗ多样性

的选修课程体现了学校的课程的特色 。

＠

３ ． 国 内外研究评析

综合已查阅 国 内外相关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文献资料 ， 本研究认为 国 内外

关于普通高中特色课程研究存在较大异同 ：

共性在于 ： 国 内外有关高中特色课程方面的研究都比较重视 ， 在高中课程建

设方面都强调多样性 ， 这种多样性往往表现在课程的丰富性Ｗ及可选择性上 ， 尤

其在必修课程的基础上都强调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 。 在课程实靖管理上 ， 赋予学

校更多的课程 自主权 ， 并实行学分制管理充分体现Ｗ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 。 许多

国家把课程管理改革作为课程改革的
一

项重要 内容 。 学校 自 主权越大 ， 办学主动

性和积极性越大 ， 教育质量越高 ， 因此就总体而言 ，

一

所学校教育质量同学校所

享有的办学 自主权大小成正相关 。 基于这个事实 ， 许多 国家把适当扩大学校办学

自主权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
一

环 。 这表现在校本课程开发与研究上 ， 而校本课程

。
王帅 ． 基于政府政策的英 国特 色学枚发展及启 示 ［

Ｊ
］

． 外 国教育研究 ，
２ ０ １ １（ １ １ ）

。

胡庆芳 ． 美 国 高 中课程发展研究 ［
Ｄ

］ ． 华 东 师范大学博壬学位论文 ，
２ ０ ０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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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本身也就是学校特色课程的
一

部分 。

差异处在于 ：

（ １ ） 关于特色课程建设是特色高中一个重要的载体 ， 大都有共识 。 但国 内

外对特色学校建设上重点有所不同 。 国外主要通过学校课程建设来加 Ｗ体现 ， 具

体来说 ， 它们的特色可能过多表现在学校课程选择 、 开发Ｗ及实施等方面 ， 就课

程谈特色比较普遍 。 而国内在特色学校建设这个方面 ， 不完全局限于课程建设方

面 ， 还涉及到学校建设其他各个方面 。 比如 ： 学校课程管理 （校长决策 ） 、 学校

的师资建设 、 学校的文化建设等 。 造成这方面差距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是课程高度

集权的 国家 ， 学校在课程建设方面的分权有限 ， 加上高考的制约 ， 真正的形成Ｗ

自 身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还欠缺政策的支持 ， 要想形成国外的那种就课程建设来

彰虽学校特色办学可能要承担
一定的风险 。 因而 ， 最合理有效的方式只能是在实

施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灵活多变形成课程的特色 。 按照石鸭先生的意思 ， 这是国家

课程特色化实施 ， 是经过特色化实施之后 的既定课程 ， 也是
＂

特色课程
＂

的
一

种

类型 。

（ ２ ） 在特色课程内容 、 目 的上 ， 国 内外也有差别 。 国 内有学者把我国创建

学校特色实践中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概括为 ：

＂

过于集中的特色
＂

（集中于外语 、 艺

体课程等既容易做到又有助于升学的特色 ） 、

＂

表象化的持色
＂

（仅仅调整或新设

机构却无实质性的工作改变 ） 、

＂

粉饰性的特色
＂

（特色写入文本却无行动跟进 ） 、

＂

偷换概念的特色
＂

特色为名行升学补课之实 ） 、

＂

不可能的特色
＂

（有创建特

色的愿望但人力 、 物质资源皆不具备 ） 等等 。 而美 、 英 、 澳学校特色创建化实践

中 ， 除了学校选修课程泛个维度外 ， 巧借企业 、 高校资源提供特色项 目成为
一个

亮点 。 韩国大 田科技高中在借助大田地区的高等学校和研究院开发高中特色课程

方面有
一整套完整的课程开发经验 。

（ ３ ） 在学校课程建设文化方面 ， 国 内 的研究明显多于 国外 。 国 内学者认为

学校特色的外在表现主要有课程特色 、 教学特色 、 营理特色和文化特色。 事实上 ，

前Ｈ者可Ｗ归纳为课程的结构 、 课程的实施 、 课程的管理 。 而文化特色如果要归

为课程这个方面 ， 它可Ｗ归为学校课程的另一方面——隐性课程建设 。 它既可Ｗ

是学校特色的 内容和表现形式 ， 也可 表现为学校特色培养的氛围与环境 。 学校

文化特色经过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确认后 ， 可 Ｗ物化在学校的环境 （物质层面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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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文化 ） 、 课程与教学 （行为文化 ） ｗ及管理 （制度文化 ） 过程中 。 在学校环境

方面 ， 国 内 的研究大部分是结合学校 自 身发展的历史和规划来表现文化对学校的

影响 ， Ｗ此来达到对学校师生身也的
一

种熏陶 。 在行为文化方面 ， 国外主要通过

人性化的课程选择 、 课程实施 、 课程评价来彰显 ， 完全体现了Ｗ学生为本的思想 。

国 内在这个方面主要是通过社团 、 社会实践Ｗ及社区服务来表现 ， 在课程建设方

面称为活动课程 。 在管理的制度文化方面 ， 由于中 国 的办学机制有别于国外 ， 所

有在管理特色方面较强调校长的办学理念的指导作用 ， 这也会带来
一些负面影

响 ， 即
一些校长抛开学校的实际 ， 仅Ｗ个人理念和喜好主观选择某些特色项 目 作

为本校特色建设的 出发点和切入点 ， 造成特色项 目选择不严谨 ， 导致特色髙中 的

创建走弯路 。 此外 ， 就文化引领方面来创建学校特色方面 ， 也存在着 Ｗ项 目 带动

学校特色导致文化强校泛滥化倾向 。 即如何把文化建设 （ 隐性课程 ） 强入到学校

整个课程体系上还有待于研究 。

（ ４ ） 在学生指导制度方面 ， 我国 尚未和国际的接轨 。 选修课程开设必然要

涉及到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指导源于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巧的欧

美各国 ， 经过 １ ００ 余年的发展 ， 它 已成为和教学 、 管理并重的现代学校Ｈ大职能

之一 ， 对学生的升留级 、 也理健康教育和就业 问题的块择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

用 。 由于高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性 ， 对学生的指导制度显然成为必须 。 美国的指导

制度可分为学习指导 、 就业指导及跟踪服务 、 信息服务 、 治疗与矫正 Ｗ及磋商性

服务 。 日本的指导也有六个方面内容 ： 学业指导 、 进路指导 、 个人适应指导 、 狂

会性指导 、 余暇指导及健康安全指导 。 相 比较而言 ， 我国高中学生指导制度的建

设工作刚刚起步 ， 建立比较成熟的学生指导制度有利于学生选择适合 自 己的课

程 ， 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 ， 有利于学校特色课程建设 。

Ｈ 、 研究意义

（

一

） 从学术的角度来看 ， 本课题选题意义在于 ：

１ ． 本课题的选题意义在于 ， 有助于改变长期 Ｗ来我国 同质化教育倾 向 。

一

直Ｗ来在高考指挥棒指引下 ， 我国髙中教育都是 Ｗ应试教育为主 ， 高中学校形成

了
＂

千校
一面

＂

的状况 。 除了高考必考的相关科 目外 ， 其他有关学生整体素质的

教育科 目 几乎成为摆设 。 特色课程建设有助于克服这
一

同质化倾向 ， 充分发挥各

个学校应有的特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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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在高中培养 目 标上有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 成为
＂

完人
＂

。
ｌｉ

ｉｌ前高中教育

培养 目标主要是升学 、 就业 ， 在精英化高中教育时代 ， 升学成为重中之重 。 随着

时代进步 ， 大众化的髙中教育不能忽视学生综合素质的提升 ， 升学＋就业＋完人的

教育成为必然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有助于这样的培养 目 标实现 ， 有助于学生个性

化发展 ， 有助于实现基础性全面发展＋较高水平特长发展新的培养 目 标 。

３ ． 有助于顺应世界高中课程发展趋势 。 尤其在高中课程的多样性 、 选择性 、

层次性上形成 自 己的特色 。

４ ． 有助于形成 良好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本研究涉及到课程 目标 、 内容选择 、

课程实施 、 课程评价等相关方面的 内容 ， 所有 内容结合起来就是高中特色课程建

设的
一体化过程 ， 而这样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将有助于我国未来特色高中建设 ，

有助于借鉴国 内外经验 ， 形成 良好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５ ． 有助于使高中课程更好地结合高考评价制度的改革 。顺应全方位 、 多角度 、

过程性的评价学生综合素质 。

（二 ） 从应用价值来看 ；

１ ． 有利于改变高中 同质化的倾向 ， 实现高中 多样化办学
＞

２ ． 有利于完善现行的高中课程评价系统 ， 改变一考定终身 的倾 向

３ ． 有利于建立高中Ｈ级课程融合并与高校课程接轨 。

４ ． 有利于建立灵巧多变的课程实施方案 ， 发挥教师的特长 。

四 、 研究思路

本研究共六章 （绪论除外 ） 。 第
一

章阐述了 国 内外高中发展趋势和高中特色

课程问题的提出 ， 重点分析了高中特色课程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 第二章对高中

特色课程进行了相应的 内涵界定 。 阐 明 了高中特色课程的性质 、 特征和种类 ， 并

提出 了高中特色课程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 第Ｈ章分析 了高中特色课程的核也元

素 ， 即个性化的育人 目标 、 统整性课程结构 、 多样化课程实施和特色化课程评价 。

第 四章分析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步骤 。 分别就背景分析 、 愿景构建 、 内容设计 Ｗ

及评价改变进行了 阐释 。 第五章介绍高中特色课程配套措施 。 内容涉及到政策支

撑 、 师资建设 、 场馆建设 Ｗ及学生指导制度 。 第六章是高中特色课程研究困境 Ｗ

及借鉴和反思 。 主要分析了高中特色课程研究过程中 的 困境 ， 并就课程的
＂

选择

性
＂

与
＂

特色性
＂

关系 Ｗ及中韩两国学生发展指导课程进行分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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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 研究方法

１ ） 文献法 ， 是对各种有声资料与无声资料进行査阅 、 整理 、 归类分析 ， 从

中得到客观结论的研究方法 。 将有限的著作 、 论文资料梳理清晰 、 整理有序 ， 充

分了解国 内外对于商中特色课程研究现状 ， 确定本研究的研究主题和研究思路 。

２ ） 调査 问卷 。 拟对相关学校的校长 、 副校长 、 中层管理人员 、 学科教师进

行个别访谈 ， Ｗ此作为本研究的核也资料来源 。 调查问卷针对国 内王所普通高中

的特色课程涉及到的学生 、 教师 ， 问卷回收后进行数据分析 。 访谈法主要针对学

校校长及管理人员 ， 通过他们了解学校实施特色课程的策略和存在的相关问题 。

３ ） 个案研究 。 国 内和 国外有关特色课程建设的
一些经验之举 。 主要是汲取

这些学校先进理念 ， 进一步做好研究工作 。

４ ） 比较研究法 。 比较国 内高中和韩国大田地区离中在特色课程开发上的异

同 。 抓住两个国家在学生指导制度课程特色化方面的不同 ， 相互比照 ， 取长补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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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 特色课程一我国髙中课程改革的新主机

―

、 国 内外巧中课程发展趋势

普通髙中教育在整个国 民教育体制中 占有独特的地位和价值 。 它是基础教育

的有机姐成部分 ， 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 同时它又与髙等专业教育 （大学 ）

阶段相衔接 ， 对于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有着重要的意义 。 新世纪 ， 为 了培养适应急

剧变化的社会所需求的新型人才 ， 对高中教育阶段的课程设置进行大范围的调整

和改革成为各国面临的
一个共同的课题 。

我国的普通高中多年来在
＂

应试教育
＂

的大背景下 ， 实施
＂

精英主义
＂

的教

育政策 ， 使商中ｒ然成为大学的预科 ， 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局面——少数

精英升学 ， 绝大多数学生陪读 。 随着我国髙等教育的
＂

大众化
＂

， 窩中教育必须

加快发展步伐 ， 抛弃
＂

精英主义
＂

的课程模式 ， 走向
＂

大众主义
＂

的教育 已成为

必然趋势 。

２００ １ 年 ６ 月 ， 我国教育部颁布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 ， 规划

了２ １ 世纪初我国高中改革的基本蓝图 。 它要求我们立足于国际教育的广阔视野

和 自身改革的实践经验 ， 重新审视离中课程方案 ， 重新制定高中课程标准 ， 重新

建构离中的基础学科 。 明确指出 ： 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

个性的发展 ， 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 ， 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 ， 设置丰富多

样的选修课程 ， 开设技术类课程。 积极试行学分制管理。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 国务院

印发了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下简称纲

要 ） ， 进一步指出离中阶段教育肩负着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
一

步提髙国 民素

质 、 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多样化人才培养需求 、 培养合格公民的重要使命 ，

作为 国 民教育体系中承上启下的关键阶段 ， 髙中教育不但会带动基础教育质量的

提升 ， 还决定着髙等教育生源质量 ， 影响着离等教育的发展后劲 。 为此 ， 纲要明

确提出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 ， 给出相应的四项措施 。

再把视角转向 国外 ， 尽管各国在髙中教育发展的背景不同 ， 政治经济和文化

环境各异 ， 高中课程 目标改革方面也存在差异 ， 但正如华东师范大学崔允潮教授

所言 ， 世界各国都在思考培养什么样的人Ｗ迎接新世纪的挑战 ， 并纷纷出 台 旨在

改变人才培养模式 、 提离人才培养质量的课程改革政策 ， 这其中髙中阶段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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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是重中之重。 并在国际上达成
一

种共识 ： 谁贏得高中 ， 谁就贏得人才 。

？

２００ １ 年美国 当选总统布什发表 《不让
一个孩子掉队 》 的教育计划 ， 专口提

到 ， 每
一

位学生到 １ ２ 年级末 ， 即 化 岁 时 ， 都要为大学的学习 、 富有产出性的就

业和今后有意义的生存做好准各 。 ２００ １ 年是美国
＂

高中学生年
＂

， 美国有影响力

的组织伍德罗 ． 威尔逊全国联谊基金会为本次年会提出响亮的 口号 ：

＂

放远我们的

目 光 ， 绝不让一个髙中生掉队
＂

，

＠
并在发表的题为 《高中学生肩负的 国家使命 》

的报告 中 明确提出面 向 ２ １ 世纪的美国高中教育 目标 。

北欧芬兰高中课程改革开始于 １ ９８ ７ 年 。 到 １ ９９４ 年芬兰国家教育事务委员会

颁布 《普通高中课程大纲 》 ， 对高中课程设置进行大调整 ， 确定在全国髙中学校

全面实现
＂

无固定班级授课制
＂

。 ２００４ 年又颁巧新的 《普通高中课程大纲 》 ， 除

了巩固 已有改革成果外 ， 又进
一

步强化了 自然与技术学科 。 同时芬兰还颁布 了 《芬

兰高中课程框架 》 ， 表明普通高中不仅要为学生提供其继续深造 、 工作 、 生活 、

发展个人兴趣和促进个性形成所需的知识与技能 ， 同时还要为他们提供在有生之

年终身学习和 自我发展的机会 。

？

亚洲的韩国 Ｗ２００７ 年修订课程的实施为契机 ， 从 ２００７ 年 １ ０ 月 到 ２００９ 年 ２

月共推行了两次
＂

国家课程研讨会
＂

。 Ｗ两次研讨会和课程先进化改革方案为基

础 ， 总统直属 国家教育科学技术咨询委员会和课程特别委员会为 了提高中小学课

程的未来适应性 ， 构思
＂

国际化创意性人才
＂

为学校教育追求的培养 目 标 。 未来

型课程构思的着眼点放在提高课程的适应性 、 课程的恰当性 、 课程的多样化 、 课

程的 自律化 、 课程的权责性上 。

？

不仅仅限于上述国家 ， 诸如德国 、 法国 、 俄罗斯 、 日本 、 英国 、 澳大利亚 、

新加坡等国也就高中 的定位和培养 目标 、 高中课程设置的总体框架 、 课程实施等

方面做出相应地改革 。

总的来说 ， 世界高中课程改革呈现出 Ｗ下趋势 ：

①崔允辣 ， 冯生尧主编 ． 谁贏得高 中谁就赢得人才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３

②钟启泉 ， 崔允潮 ， 吴刚 平主编． 普通 高 中新课程方案导读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３ ；１ ９

③浙江省教育厅赴北欧教育考察团 ． 走进芬兰 高 中课程改革 山 外 国 中 小学教育 ，
２ ０ ０ ８（８）

④ 同上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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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 就培养 目 标来看 ， 国际高中课程 目标的改革强调超越教育工具化的倾

向 ， 有机地整合升学和就业做准备双重功能 。 并强调奠定离中生进
一

步学习 的基

础学力 ， 养成人生规划能力 ， 培养公民基本素养。 把基础知识和技能 、 人文和科

学素养统
一

融合起来 。

第二 ． 就课程结构看 ， 国际高中课程都划分一些基本学习领域 ， ． 规定 了高中

生需要掌握的基本知识和技能 。 强调高中课程的可选择性是国际高中课程结构改

革的重要特征 。 而选修课程的增强 ， 必然导致采用学年学分制 。 减少必修科 目及

其课时数 ， 增加弹性选修科 目 及其课时数 ， 乃是世界主要国家商中结构改革的重

要发展趋势 。

第兰 ． 就课程评价来看 ， 世界普通高中评价存在两种情况 ：

一是绝大多数国

．

家的高中课程评价包括两部分 ， 即 内部评价 （校本评价 ） 和外部评价 （ 国家或地

区评价 ）
；
二是少数国家只存在 内部评价 。 目 前世界课程评价呈现Ｗ下趋势 ， 总

体上倾 向于完善校本评价 、 优化外部评价Ｗ及合理处理商中课程评价与大学入学

考试的关系 。

面对世界高中课程改革共同的课题 ， 立足于国际教育的广阔视野和 自 身改革

实践经验 ， 规划好 ２ １ 世纪我国高中课程改革的蓝图 ， 把握国际高中课程的趋势

并顺应高中课程改革的潮流是推进我国高中课程改革之必须 。

二 、 我国商中谏程方案的历史 、 现状

从历史上看 ， 从 １ ９４９ 年Ｗ来 ， 我国正式颁布并实行的高中课程计効有 １ ６

项 ， 总的来说 ， 送 １ ６ 个相关课程方案比较完整地反映了建国 Ｗ来我国普通高中

课程发展的历史轨迹 ， 每一个课程方案的颁布都反映了在当时情景条件下的一种

进步和努力 ， 总体上也都满足了社会的不断发展 、 科技进步对普通高中教育提出

的客观要求 ， 而且在实践中也确实产生了
一

定的效果 ， 取得 了
一

定的成绩 。 纵观

我国高中课程发展主要表现在Ｗ下几个方面特点 ， 如侧重学术课程 、 重视学科课

程 、 课程管理集权化 、 课程 目标单一化 （升学就业 ） Ｗ及课程计划改革过于依赖

外在政治因素等 。

我国的高中课程发展历史和特点都是
一

定时代政治经济文化的产物 。 随着

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 经济全球化 、 生活信息化 、 学习社会化越来越明显 。 在送

样的社会背景下 ， 我国高中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 巨大的社会压力——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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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素质教育喊了那么多年 ， 我们的课堂 、 学校依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 ； 虽然近

年高校招生连续扩招 ， 但也很难改变长期 Ｗ来应试教育的现状 ； 社会需要高中学

生有多元化的发展 ， 而我们的课程仅Ｗ文理分科进行简单化处理 ； 高中定位的迷

失 ， 沦为大学预科 ； 学生及其家长反映
＂

学了没用 ， 用的没学
＂

等等 。 据华东师

范大学出版社与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必联合组织
＂

普通高中课程满意

度调研组
＂

的 问卷调研报告显示 ， 在对高中课程
＂

实用性 、 时代性 、 选择性和灵

活性
＂

调查中 ， 大学生和高中生不满意率要明显高于其他身份人群 ， 而其他身份

人群选择
＂

很不满意
＂

的比例要明显高于
＂

很满意
＂

。

＠
有鉴于此 ， 普通高中课程

建设如何面 向 ２ １ 世纪 ？ 如何使高中学生学得有意义 、 有价值 ， 为狂会的发展 、

民族的振兴做出更大贡献 ？ 高中课程如何适应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 这些 问题都

必须通过高中课程方案改革来实现 。

王 、 商中特色课程——我国高中课程改革新生机

面对全球各国高中课改的形势 ， 结合我国 目前高中课程的现状 ， 我国高中课

程特色化建设被提上议事 日程 。 长期 Ｗ来 ， 由于我国一直处在高度制度化课程体

系之下 ， 高中课程
一直Ｗ统一制式的模式加 Ｗ推广 。 纵然是在今天国家提倡Ｈ级

课程模式的管理 ， 鉴于高中学业考试制度——高考模式没有发生本质性变化 ， 高

中课程依然处在相对统
一

的状况之下 ， 地方课程 、 校本课程很难得Ｗ实施 。 高中

学校的课程实施基本上都是围绕国家规定的相关课程、 围绕高考评价体系来运行

的 。 这样的现实 已经造成 目前我国高中所面临的
一

系列 问题 ， 比如 ， 高中课程缺

乏活力 ， 课程不是为 了满足学生需求而是适应国家意志 ， 高中课程不能满足学生

多样化 、 个性化的需求 。 同时 ， 因为高中课程的统
一

制式 ， 使得我国高中 同质化

现象严重 ，

＂

千校
一

面
＂

的现象比 比皆是 。

为 了 改变上述状况 ， ２００ １ 年 ６ 月 ， 我国教育部颁布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纲要 （试行 ） 》 ， 明确指出 ： 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

发展 ， 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 ， 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 ， 设置丰富多样的选

修课程 ， 开设技术类课程 。 ２０ １ ０ 年 ７ 月 ， 国务院印发了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

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２０２０ 年 ） 》 下简称纲要 ） ， 进一步明确切实改变普通

高中
＂

千人
一

面
＂

的状况 ， 支持普通高中学校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 鼓励学校在

？

李舌淑． 社会人去对普通 高 中课程现状的 满意度调研报告 ｍ 上海教育科研 ，
２ ０ ０ ４（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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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方案指导下 ， 根据 自 身定位和本地实际 ， 努力建设涵盖国家课程 、 地方

课程与校本课程 ， 涵盖显性课程与隐形课程 ， 涵盖常规课程与特色课程的学校特

色化课程体系 ， 多角度入手 ， 规划符合办学 目标和培养 目标的特色课程 ， 发展学

校的办学特色 。

可见 ， 从大的方面来看 ， 高中特色课程有利于改变我国长期 Ｗ来统一制式的

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有利于改变我国高中 同质化倾向 ， 便于我国高中特色学校建

设 。 小的方面来看 ， 高中特色课程理念的提出 ， 有利于我国高中改变Ｗ往培养 目

标的单
一

性 ， 方便学生根据 自 己的兴趣特长来选择适合 自 己发展的课程完成高中

的学业 ， 有利于多角度 、 个性化的培养适应社会发展和学生 自 身发展的人才 。 高

中特色课程的提出可ｍ兑是我国高中课程改革新的契机 ， 必将给我国高中课程改

革注入新的生机 。

四 、 高中特色课程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任何
一

种理论的提出 ， 必须具备一定的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 。 所谓理论被

据指的是它不是凭空想象的 ， 是建立在前人
一

定的理论基础之上的 ； 所谓实践价

值指的是它可Ｗ针对现实问题提出较为合理的解决的方法 。

（

一

） 理论依据

从理论依据来看 ， 髙中特色课程切合Ｗ下几个理论基础 ：

１ ． 从课程的培养 目标来看 ， 契合人本主义的教育理论思想 。

２０ 世纪五六十年代人本主义教育思潮兴起 ， 宣称要将教育彻底置于人性的

充分发展和培养
＂

完整的人
＂

的价值取 向上 。 它的特征反映在教育上 ， 即是

人性为本位
＂

， 强调学生潜能的发展 、 学生身也与情感的发展 、 学生的
＂

自我
＂

及其实现等 。

传统的课程培养 目标存在着为社会 、 为学科 、 为学生Ｈ种不同的价值取 向 ，

无论是哪一种 ， 都不是从人 自 身发展角度来考量的 。

＂

为社会
＂

就是要把学生培

养成社会需要的人 ， 换句话说就是使个性丰富的学生完全适应社会的要求 ， 成为

社会的
＂

机器
＂

；

＂

为学科
＂

就是片面强调学科知识的重要性 ， 忽视学生情感的

体验 ； 而
＂

为学生
＂

表面上看是从学生 自 身角度考虑的 ， 但这里的 目 标不是学生

自 己选择的 ， 往往是社会 、 学校或家长强加给学生的 ， 并且送样的 目 标大部分是

Ｗ追求升学或就业为基础的 ， 使得
＂

髙分低能
＂

已然成为
一

种不是个别的现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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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的课程 目标不利于学生的成长 ， 也不可能培养出真正全面发展充满个性的完

整的人 。

髙中特色课程理论是改变这种现象的好出路 ，

一

方面 ， 高中特色课程从学生

的角度来看 ， 通过丰富多样的选择性特色课程来彰显学生不 同的个性 。 它正是在

一些有利于学生的
＂

发展 问题
＂

及
＂

个人兴趣
＂

的基础上开发出来的 ， 因而它的

课程 目标是为 了实现学生本体的 自 身要求 ， 全面而个性化地实现学生的发展 。 它

不是简单地把学生看作受教育的产品 ， 而是更多地把学生当作
一

个真实 、 自然 、

充满个性化的人来看待 。 它的 目标就是实现学生全面且个性化的发展 。

另
一方面 ， 它作为

一种教育 目标 ， 真实地体现了学生 自 身 的感受 ， 不再是
一

种强加 ， 它在实现 目 标的同时考虑到学生作为
一

个真实的个体生命应有的情感体

验 ， 学生可Ｗ根据 自 己的需要选课程、 选专业 、 选考试、 选学校 。 可Ｗ这么说 ，

往应试教育的 目标是只有功利不见教育中最重要的人 ， 而高中特色课程 目标与

它刚好相反 ， 它把人的发展作为课程培养 目标的第一要务 。 同时 ， 不同的课程实

施方案 、 不同的教师教学过程都是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中人本主义思想的体现 。

２ ． 从高中特色课程 內容上看 ， 它验证了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的思想 。

霍华德 ． 加德纳是世界著名发展也理学家 ， 多元智能理论创始人 ， 被誉为
＂

推

动美国教育改革的首席学者
＂

。 他在 １ ９８ ３ 年出版的 《智能的结构 》 提出人类存

在着 ７ 种独立的智能 ， 即语言智能 、 逻辑一数字智能 、 音乐智能 、 身体一动觉智

能 、 空间智能 、 人际智能和 自我认知智能 。 并进
一

步把智能定义为
＂
一

切处理信

息的生理也理潜能 。 这种潜能在某种文化背景之下 ， 会被激活Ｗ解决问题或是创

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
＂

。

＠
这样看来 ， 人的智能是潜在的 、 多样的 、 各不相同

的 。

传统的教育是一种统
一制式的教育 ， 它相信每个人都应该受到同样的对待 ，

Ｗ 同样的方式学习 同样的课程 。 初看起来 ， 送似乎很公平 ， 没有任何人享受特别

的待遇 ， 然而 ， 稍微思考
一

下就会发现统
一

制式学校本质上的不公平 。 原因是统

一

制式学校的理论基础 ， 是基于所有的人都是相 同的 ， 统一制式的教育对每个人

都是平等公正的 。 但事实上 ， 人与人之间 明显不同 ， 而且人性和气质也各具特色 。

？

［美 ］ 霍华德 ． 加德纳 ． 重构 多 元智能 ［
Ｍ

］ ． 沈致襄译． 北京 ： 中 国人民 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０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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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重要的是 ， 每个人的思维方式也彼此各异 ， 因而智能结构都是惟一的 。

作为
一个教育工作者 ， 我们面临着

一

个严峻的选择 ， 要么忽略这些差异 ， 要

么承认这些差异 。 这就使得
一

种认真对待人与人之间差异的教育——因材施教成

为可能 。 传统的统
一制式的教育把每个不同资质的学生在同

一

的流水线上加王 ，

看似公平的统
一

课程 ， 其实抹杀了学生应有的个性也违背了培养学生的初衷 ， 毕

竟我们社会需要的是各种各样且个性突出 的人才 。
．

高中特色课程在
＂

持色
＂

上做文章 ， 顺应了不同学生个性化发展 。 从学生 自

身角度 ， 他们可 Ｗ根据 自 己所擅长的不同的智能 ， 选择不同特色课程的 内容 ， 发

展 自 己的个性并成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 ； 从教师的角度 ， 每个教师都可Ｗ根据

自 己的特长 ， 安排适合不同学生的教学 内容并运用个性化的教学方法来实施 ： 从

地方课程送个角度 ， 每个区域各有各的特色 ， 特色课程完全可 Ｗ很好地体现地方

文化及地域经济的特点 。 因而 ， 无论是教育中 的学生或者教师 ， 他们都可Ｗ依据

髙中特色课程理论的追求 ， 充分发挥 自 己独特的个性和智能 ， 实现符合教有规律

的成才 目标 ， 真正体现出多元化的智能 目标的选择 。

３ ． 从课程评价的角度 ， 高中特色课程理论应和 了建构主义的教育思想 。

建构主义课程观强调课程评价的过程性 、 情景性 。 所谓过程性往往Ｗ评价的

多元化为基础 ， Ｗ社会建构与协商的意义为标准 ， 将教师 、 学生的评价与社会 、

家长的评价进行整合 。 商中特色课程一改Ｗ往课程注重学科课程的片面性 ， 从铃

色的角度开发
一

系列的校本课程和灵活多样的课程方案 ， 送些课程不再是原本单

一

的学科课程 ， 可能包括诸如学校特色 、 学生个性Ｗ及各种潜能综合的活动课程 。

而这样的课程本身就需要
一个过程性的评价 ， 不可能 Ｗ某种终极性的方式来完

成 。 比如现在很多的特色课程都是和相关地域文化特色相联系的 ， 开设送种课程

涉及到很多部 口 ， 自然评价也必须有这些部 口
一起来参与 。

所谓情景驱动的评价则强调在真实而富有意义的情景中进行学习与教学 ， 所

Ｗ评价的标准应源于丰富的背景支持 ， 设计者和评价者必须考虑学习发生的背

景 。 高中特色课程正是迎合了这种评价的要求 ， 首先特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要考

虑到学生的个人兴趣 ， 由学生 自 主选择适合 自 己的学习科 目 Ｗ及进程方案 ， 充分

体现学习者 自我建构的学习模式 ， 真实而富于意义 。 其次 ， 很多有意义探究性的

学校特色课程 ， 融入了相关的活动和情景 ， 本身也是评价情景性的一种表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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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 实践价值

１ ． 有助于改变高中 同质化的倾 向 ， 实现高中多样化办学和学生个性化发展 。

一直Ｗ来 ， 我国高中教育存在着同质化的办学倾向 。 这里的同质化可 Ｗ包括课程

目 标 、 内容 、 评价系统同质化 ， 甚至包括社会对普通高中学校认可度的同质化现

象 。

就课程 目 标而言 ， 很多高中没有从教育的大方 向
——人的角度上建立教育 目

标 ， 片面的追求升学率 。 升学是很多高中首要考虑的课程 目 标 ， Ｗ至于学生的身

必 、 个性发展都被这
一

目 标所取代 ， 趋于扭 曲 。 因为有这样的 目 标 ， 必然会导致

课程内容只与高考科 目 有关 ， 其他有价值的课程内容被排除在外 ， 评价
一

个学生

也只是看他最终考取哪一所高等院校 。 造成这样现象的原因主要是在统
一

的
＂

高

考指挥棒
＂

压力之下 ， 社会对某一所高中的认可度完全取决于高考升学率 ， 这种

片面追求功利化而忘记学生的教育是普通高中 同质化的必然倾 向 。 同质化的高中

导致培养 目 标的单
一

化 ， 扼杀 了 高中学生 内在的个性和潜质 。 为此 ， 《 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明确指出 ， 普通高中类型单
一

、

办学特色不足 。 我国高中教育的办学模式与管理模式一直在探索之中 ， 但
＂

千校

一

面
＂

的 问题仍然存在 ， 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模式单一 ， 行政命令、 计划经济痕迹

明显 ， 缺乏办学特色 。 并进
一

步表示 ， 支持普通高中学校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

发展学校的办学特色 。 其 内在的 目 的就是通过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来改变高中 同质

化送
一

现象 ， 真正实现我国离中学校的特色办学及学生个性化发展 。

纵观国外的高中大部分是分类办学的 ， 这个
＂

类
＂

其实就是各个学校的办

学特色 。 韩 国 的高中大的方面分为普通高中和 专 口教育为 目 的 的高中
＂

两种

类型 。 Ｗ专ｎ教育为 目 的的 局 中意指专ｎ系及其他系 局 中 。 专 Ｉ ］系商 中是指农业、

工业 、 商业信息 、 水产 、 海运 、 家务 、 实业为专口教育 内容的高中 。 同时为 了尽

早发掘培养具有特殊学科领域素质和兴趣的优秀学生 ， 满足韩 国 国 民对优质教育

的期待 ， 提供更多 的优质高中教育资源 ， 韩 国还设立了
一批

＂

特殊 目 的高中
＂

（ Ｗ

特殊科 目 教育为主的高级中学 ， 注重特色化办学 ， 简称
＂

特 目 高中
＂

或
＂

特 目 高
＂

） 。

其中 ， 外语高中 ｜＾培养外语外交人才为主 ， 科学高中重点培养科学家 ， 国 际高中

培养国 际化人才 ， 私立高中培养特色化人才 。

？
我国高中学校出现同质化现象 ，

？

艾宏歌 ． 当 代韩 国教育政策与 改革动向 ［ Ｍ ］
． 北京 ； 社会科学文献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２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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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大程度上是被教育 目 标单
一

化所驱使 ， 高中教育似乎就是为高等学校输送人

才 ， 除此么外别无他求 ， 在高考逸
一

唯
一

的 目标指挥下 ， 高中教育其实早就失去

了它固有的价值和 目 标 ， 沦落为功利教育的
一

种表现 ， 安徽六安
＂

毛毯厂中学
＂

现象可见
一

斑 。

因此 ， 借鉴国外高 中 ， 按照高中学校的不同性质来办学 ， 是实现克服当前

我国髙中 同质化倾 向 ， 实现多样化办学 、 促进学生个性化发展的有效途径 。 而島

中轉色课程正是高中 多样化办学的一个合理的尝试。

２ ． 有助于完善现行的高中课程评价系统 ， 改变一考定终身 的弊端 。

随着我国高中教育普及化 、 大众化 ， 现行的高考评价制度逐步显示出弊端 ，

如不利于大多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 扼杀了部分学生的潜能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

正是为学生个性化、 多样化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一

种新的课程理念 ， 如果不改变现

行的高考评价方式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必然受制于高考制度 。

２０ １ ４ 年国务院下发 《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 （ 国

发 〔 ２０ １ ４ ）３ ５ 号 ）
， 指出坚持育人为本 ， 遵循教育规律 。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

才作为改革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 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 。 并提出综合素质评价主

要反映学生德 、 智 、 体 、 美全面发展情况 ， 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 。 要求

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 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 的突出表现 ， 注重社会

责任感 、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特长 、 社会实践等内容 。 探索基于统一高考和髙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 参考

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 随后 ， 教育部分别发布了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 》 （教基二 ［ ２ ０ １ ４ ］１ ０ 号 ） 和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

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 （教基二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１ 号 ） 两个文件 ， 主要是坚持

全面考核 、 坚持 自 主选择、 促进学生发展学科兴趣与个性特长 、 为每个学生提供

更多的选择机会 。 并细化评价内容 ， 诸如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必健康 、 艺术

素养 、 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 。 上海 、 浙江随后分别 出 台 了高考改革方案 ， 其中上

海明确规定综合素质评价内容主要包括 ： 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状况 、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素养 、 修习课程及其学业成绩 、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 身也健康信息 、 兴趣

爱好与个人特长等 。

要实现新的评价机制的形成 ， 全面而多角度地完成对一个合格高中毕业生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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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评价 ， 真正改变
一

考定终身 的片面的评价体系 ， 高中特色课程无疑是最好的途

径 。 因为要涉及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特长 、 社会实践等内容只

有通过建立较为完整的高中特色课程才可能在实践中得Ｗ体现 。

美国加州大学洛杉机分校在新生录取过程中主要考察八个方面标准 ： （ １ ）

申请者高中阶段的全部成绩记录 。包括修习课程的数量及取得的等级和分数 ；
（ ２ ）

申请者的个人品质 。 包括领导力 、 性格 、 动机 、 意志力 、 主动性 、 独创性 、 独立

思考能力 、 责任感 、 洞察力 、 成熟性 Ｗ及对他人和社区事务的关也 ； （３ ） 可能对

学校知识和文化活力的贡献 。 包括知识兴趣和成绩考察 。 还考虑 申请者对增进学

校文化 、 社会经济和知识多样性的意愿和能力 ；
（ ４ ） 学业表现与标准化测验 。 包

括任何大学先修课程和 国际文凭课程考试 ；
（ ５ ） 学术充实项 目成绩 ； （ ６ ） 其他成

绩证明 。 包括 申请者在任何知识或创造性活动领域取得的杰出成就 、 在艺术表现

和体验方面的成就 、 工作经历 、 在学校或社会组织或活动中的领导力 、 社区服务 ；

（ ７ ） 各种机会 。 包括 申请者获得各种学术和非学术的机会并如何利用这些机会

取得成绩 ；
（ ８ ） 各种挑战 ， 包括 申请者 曾遭受到的困难及不利情境 。 评审者会考

察 申请者应对和克服上述挑战过程中体现出的成熟性 、 决断力和洞察力 。

？
这种

相对全面且公平的评价系统基本上体现了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

特长 、 社会实践等 内容 。 而要实现这样的评价体系也需要通过相对应的高中特色

课程体系来加 Ｗ实现 ， 否则 ， 评价的各个方面就很难落到实处 ， 成为
一纸空文 。

３ ． 有助于于建立高中三级课程融合并与高校课程接轨 。

新课程改革实施Ｗ后 ， 我国主要采取国家课程 、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Ｈ级课

程管理体系 。 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 ， 比如说兰级课程 自然融合往往是可望不可即

的 。 主要是各个学校为 了保障好的升学率 ， 必须按照国家高考的要求来组织实施

课程教学 ， 而所谓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也只是成为一种摆设 ， 应付上级主管部

口 的调研 。 在高中评价制度得到彻底改变之后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将会很好地融

合Ｈ级课程 ， 真正形成有助于学生个性 、 有助于地方发展的好的课程体系 。

首先 ， 各个不同的地域可Ｗ根据 自 身 的特点 ， 打造属于本地区的高中特色课

。
该 内 容来源于 ２ ０ １ ４ 年全 国教育博去论坛浙江大学徐小洲 院长的报告 ： 新 高考改革的挑战与

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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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 这有助于因地制宜 ， 使学生充分掌握地区文化特色 。 比如苏州 中学最初是毁

了大片湿地后又建设在湿地上的 ， 因为建设资金短缺的原因学校无意之中 留下
一

片湿地 ， 此后走过了理解湿地 、 开发湿地 、 建设湿地等不同的境界 。 在建设特色

课程——
＂

湿地课程
＂

中努为达到Ｈ重境界 ： 价值尊重与人性完善 ， 互惠合作与

社会和睦 ， 多元共生与 自 然和谐 。 这就很好地论释了地域文化特色地方课程与商

中特色课程形成完美的结合 。

．

其次 ， 髙中校本特色课程也可 Ｗ很好的结合国家 、 地方两级课程 。 有些国家

课程中的
一些 内容没有明确化的选修课程 ， 比如 ， 《普通髙中课程方案 （实验 ） 》

所设定的艺术 （或音乐 、 美术 ） 、 体育与健康 、 通用技术 、 信息技术科 目 ， 高中

特色课程是最好的补充 。 安徽工业大学附属 中学坚持Ｗ人为本 ， 确立
＂

创造适应

学生的教育
＂

办学指导思想 ， 致力于培养
＂

志 向商远 、 人格健全 、 基础化实 、 特

长明显
＂

的合格中学生 。 学校开设了富有 自 身办学特色诸如陶艺课程 、 击剑课程 、

机器人等校本特色课程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培养了一大批特色人才 。

麦克 ． 扬在 《未来课程 》
一

书中指出 ： 对于未来课程的这些建议的核也原则

实际上并不是要强调新的知识内容 ， 虽然送些新的知识 内容也应该得到发展 ， 它

所强调的是知识联系的新的方式 。

＠
也就是说未来课程建设中课程知识联系性是

重要的 。 Ｗ前我国的高中教育和髙等教育课程上存在着脱轨的现象 ， 也就是说高

等学校招生只能根据国家统
一

的高考科 目来选拔人才 ， 高校 自 身 的专业特芭无法

在招生过程中体现出来 。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

意见 》 （教基二 巧〇 １ ４ ］ １ １ 号 ） 文件明确指出 ： 高中实施学业水平考试 ， 有利于离

校科学选拔适合学校特色和专业要求的学生 ， 促进高中 、 商校人才培养的有效衔

接 。 送就为髙中课程与高等学校课程的衔接打下 了
一

个坚实的基础 。

其实国外有关这类课程早 已存在 。 美国 的 ＡＰ 课程开设较早 ， 根据 Ｄ ｉ Ｙａｎｎ ｉ

（ ２００２ ） 所言 ，
ＡＰ课程试验计划开始于 １ ９５ １ 年凯尼恩国际紧急服务机构学時 ，

１％ ３

年第
一

个 ＡＰ 考试很快落实 。 从 １ ９巧 年后 ， 美国大学理事会 （ ＴｈｅＣｏ ｌ ｌ ｅｇｅＢｏａｒｄ ）

研究制定并供高中 １ １ 、 １ ２ 年级 （ ９
－口 年级为美国高中 ） 选修的 ＡＰ 课程 。

？
进入

？
【英 】 麦克 ． 扬 ． 未来课程 ［

Ｍ
］

． 谢锥和 ， 王晓 阳译．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３ ．

？
Ｔｈｏｍｐ ｓ ｏｎ

，

Ｔ ｒ ｉ ｎ ａ
；Ｒｕ ｓ ｔ

，Ｊ ａｍｅ ｓ０ ．ＦＯＬＬＯＷ
－

ＵＰＯＦＡＤＶＡＮＣ抓ＰＬＡＣＥＭＥＮＴＳＴＵＤＥＮＴＳＩ Ｎ

ＣＯＬＬＥＧＥ
 ［
Ｊ ］ 仿＂巧６文化 如０７份 ４ １ ６

－

４ ２ ２

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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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１ 世纪美国 的 ＡＰ 课程进一步发展 ， 至 ２００７ 年 ， 美国有近 ６０％的髙中开设了ＡＰ

课程 ， ９０％
１＾＾上的高校承认 ４口 的成绩和学分 。 美国的 ４？ 课程设置的 目 标是

一方

面让学有余力的学生有机会选修大学课程 ， 满足 自 己兴趣 ， 提前体验 、 了解大学

课程 内容 ， 为更好地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习做好准备 ； 另
一方面也让学生提早开始

大学课程 ， 为将来选择大学相关专业奠定基础 ， 还能锻炼解决问题的技巧 ， 为学

习 高难度的课程培养 良好的习惯 。 并且选修 ＡＰ 课程也可Ｗ帮助学生拓宽学习视

野 ， 培养讨论 、 合作解决问题 、 清晰表达的能力 ， 获得国际视野和 国 际竞争力与

迎接挑战的 自信 。 美国的 ＡＰ 课程设置既有美国教育追求卓越的基本精神和加快

优秀人才培养的努力方向 ， 也有为大多数学生兴趣 、 学习力等综合素质的考虑 。

随着我国离校 自 主招生力度加大 Ｗ及高职院校考试招生与普通高校相对分

开 ， 我国有些地方 已经开始实施 ＡＰ 课程的试点 。 ２０ １ ２ 年 ， 作为教育主管部口浙

江省教育厅发布了 《浙江省教育厅关于髙等学校面向普通髙中学生开发开设大学

先修课程的指导意见 》 文件 （浙教髙教 ［ ２０ １ ２ ］１ ４３ 号 ） 明确表示 ： 课程开发应坚

持Ｗ学生发展为本 ， 充分考虑髙中学生的年龄特点 、 兴趣爱好 、 认知能力和高中

阶段育人要求等 ， 开发开设具有层次性和梯度化的先修课程 ， 并提出课程开发应

坚持特色化 、 多样化 。 充分利用高校 自 身教育教学优势 ， 尤其是特殊优势 ， 主动

与普通高中建设对接 ， 努力开发开设多样化的先修课程 ， 推动普通高中特色化 、

多样化发展 。 同时 ， 在课程设置上 ， 附加上职业类甚至更多的类别 ， 因为考不上

大学的学生还要面临 Ｗ后走向社会的择业过程 ， 加强职业类 ＡＰ 课程的开设 ， 有

助于学生学习
一

技之长 ， 高中毕业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髙中特色课程不仅完善国家 、 地方 、 校本Ｈ级课程的结合 ， 同时也完善了与

髙等学校课程的衔接 。 在课程 内容的广度和深度 、 文理综合 、 与职业实践紧密结

合Ｗ及公民意识的教育方面发挥相应的作用 。

４ ． 有助于建立灵活多变的课程实施方案 ， 发挥教师的创造性 。

过去的学校课程往往是大一统的 ， 教师在
一

定的巧程方案限定下 ， 只能
＂

带

着療镑跳舞
＂

， 对课程的 内容 、 实施及改革没有太多的发言权 ， 可 说教师是课

程的忠实执行者 。

一

切 围绕教学大纲 ，

一

切为 了高考服务是高中各科教师最基本

的要求 。

高中特色课程
一

改Ｗ往课程方案中教师这
一被动执行者的角色 ， 因为它不

２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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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包括符合学生个性和学校发展的特色课程 ， 还包括国家课程的 内容选择 、编排 、

呈现方式在实施过程中将特色化 、 优质化 ， 如教学方法 、 教学手段 、 教学设计模

式的特色化与优质化 。 这些灵活多样的课程实施方案 ， 给个性化教师发展提供了

很好的平台 。

一

方面发挥了教师的特长 ， 另
一

方面也有助于教师专业化的发展 。

比如 ， 如杜郎 曰 中学的
＂

无师
＂

课堂教学模式其实就是一个很富个性化的教学方

法 ， 所谓
＂

无师
＂

是指在课堂上老师进
一

步放开 ， 让学生在课堂上真正实现
＂

自

主 、 自 由
＂

， 而逸是需要老师做出精也设计 ， 是需要老师做好悉也指导的 。 其实

类似的做法早就在潘凤湘老先生的语文教读法中有所体现 ， 通常
一堂典型的教读

法课是送么进行的 ： 默读课文 、 查字典和相关资料 ； 分学习小组朗读课文 、 听写

字词 ； 按规划写读书练习 ； 分学习 小组互评读书练习 ， 写读书札记和卡片 ， 背诵

课文 。 据说有
一

次有教师慕名前来观摩 ， 潘老师走上讲台 问 了几个本文相关的 问

题就转身离开教室 ， 就此黄鹤
一去 。 听课者纳闷遗憾 ， 总不能一无所获就回去吧 ，

于是每人找一个班级学生观察他们的学习情况 ， 结果大吃
一

惊 ， 潘老师班上的学

生经过长期的教读法训练早 已养成 良好的学习 习惯 ， 他们都能熟练地査找工具书

和制作读书卡片 ， 老师在与不在一样学 、

一

样学得好 。 听课者若有所得 ， 所听不

如所看 ， 功夫都在课外 。 教无定法 ， 髙中特色课程鼓励特色化的实施方案 ， 它为

教师个性化教学化及 自 身 的专业发展提供了一个好的舞台 。

五、 苗中持色课程建设的现状分析

为 了更进
一

步了解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现状 ， 本研究在国 内 Ｍ 市
一

＾中进

行了 问卷调査 ， 设计了 《普通高中特色课程调查问卷 》 ， 问卷涉及对象包括高中

教师 、 学生Ｗ及学校管理者——校长 。 同时 ， 利用在韩国又松大学做髙级访问学

者的时机 ， 对韩国大 田市部分离中相关校长做了 问卷访谈 ， 了解了韩国髙中在高

中特色课程一些好的做法 ， 收集了一些高中 的课程计划 。 目 的是为 了真实地了解

离中特色课程建设在实践中到底存在哪些问题 。

（

一

） 国 内 Ｍ 市问卷调研情况

从国 内 Ｍ 市调查问卷的情况来看 ， 本研究发放 《Ｍ 市普通商中特色课程调查

问卷 》 （发放问卷 ２８０ 份 ， 回收 ２７６ 份 ， 回收率 ９８ ．５７％ 。 该问卷设计教师问卷和

学生问卷两种 ） ， 设计 了对离中特色课程开发的必要性 、 优势性 、 主要课程资源 、

有效途径等方面的 问题 。 具体数据如下 ：

２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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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普通左 中巧 色决径

巧查 问卷化计 （教师卷 ）

（ 本调查卷共发放问卷 ２ ８ ０ 份 ，
回收 ２ ７ ６ 份 ， 回收率 占 ９ ８ ．５ ７ 、 问 卷见附录 ）

一

、 问卷巧奎致巧

调查 内容选择答案人數及所 占比巧

＂

Ｘｉｔ ｒ

比巧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１ ５／６／ １ ５／２ ４ ０／／／
１ 你认为普通 离 中教育培养／ ／ ／ ／ ／ ／
ｇ 标是



＇

ｉＡ ＇

ｋＸ２ ．Ｖｈ／ｌＡ ＇

ｋ／ｍＸ
２ ． 现行普通 禹 中 新课程方 ５ ６／

Ｕ １／
？ＸＸ／

案较之＂ 前 巧 中课程结 构

上特点


ｎ ． ｎ／ ７ ． ｖｋＸ
＇

／


１ ３ ２ ／ １ ４ ４ ／ ０ ０／／／
３ ． 普通 高 中 有 开设特 色课

程必要性及优势在哪 ？／ ／ ／ ／ ／ ／


／４ ７ ．８ ％

 －

／５ ２ ． １ ％Ｘ


／


／


，
乙


ｍ／
Ｍ／

０ ０７／
４ ． 你所在学校的性质



６ ５ ． ９％ ３ ４％－

／－

／／

４ ８ ７ ８Ｘ９ ０／ ｓ ｏ／／／
５ ． 高 中 特 色课程建设最有／ ／ ／ ／ ／ ／
效的途径／／／／


／ １ ７ ． ３Ｘ ／２ ８ ． ２Ｘ ／ ３ ２ ． ６Ｘ ／ １ １ ． １ ％／


／


１ ８ ８／ ２ ８ ９ ５ １／／／
６ ． 选修课程 中 最 能表现特／ ／ ／ ／ ／ ／
色跳建设的＊／Ｘ／／Ｘ


Ｘ６ ８ ． １ ＸＸ １ ０ － １ ％Ｘ ３ ．２ＸＸ １ ８ ． ４ ５ ＸＸ


Ｘ


８ ５７６ ５／３ ４ ９ ２／／／
７ ． 学分制 如何 实现特 色课

程建设



３ ０ ． ５ Ｘ ／
＾

１ ２ ． 巧

／


８ ． 高 中 特 色课程评价机制／ ／ ／ ／ ／ ／
特 色化表现为／／／／／／


／＂ ． Ｉ Ｘ ／


／ ３ ． 化 ／６ ５ ． ２％ ／


＇

乙
２ ４ ２／ｎ／４／＾／

９ ． 普通 高 中 综合指 导 制度／ ／ ／ ／ ／ ／
的特 色表现在／／／Ｘ


／ ８ ７ ． ６Ｘ ／ ３ ．９ Ｘ ／ １ ． ４Ｘ ／６ ．８Ｘ
 
／


／


３ ２ ３ ４ ２ １／１ ８ ９／／
１ ０ ． 现行 高考制度对普通 巧／ ／ ／ ／ ／ ／
中特 色课程建设的作用／ ／ ／ ／ ／ ／


／ １ １ ． ５ ％ ／ １ ２ ． ３ＸＸ ７ ． ６％ ／６ ８ ． ４％ ／
Ｘ

■

１ １ ． 你校特 色课程建设面对 典  
一
－

２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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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大难题
￣ ＾ ^



２ ２ ． 气 ２ ． ３％ ４ ４ ．９％ ２ ０ ． ２ ％ ／
^

１ ７ ８ ３ ４／８ ５ ６／／Ｘ
１ ２ ． 你校参与特 色课程建设／ ／ ／ ／ ／ ／
的教师来巧／／／／／Ｘ


Ｘ６ ４ ． ４ ％Ｘ １ ２ ．３ ％Ｘ２ ．％ ％Ｘ２ ０ ． ２ ％
－

／



／


１ ２ ２ ２ ７ １ １ ４／ １ ３／／
１ ３ ． 特 色课程建设给教师 自／ ／ ／ ／ ／ ／
带来的 变化／Ｘ／／／Ｘ


／４ ４ ．２ ％Ｘ９ ．ｎＸ ４ １ ．３％Ｘ４ ． ７ ％
－

／



／


７ ８ ８ ６／
／５ ６ ５ ０／／／

１ ４ ． 特 色课程 中选修课程的／／／／／／
开设的作用／／／／／／


／ ２ ８ ． ２％
－

／ ３ １ ． １ ％Ｘ ２ ０ ． ２ ％Ｘ１ ８ ． 气／．

＿

／


７ ６ ８ ８ ４ ６／ ｓ ｏ／／／
１ ５ ． 影响 学校特 色课程建设／ ／ ／ ／ ／ ／
最重要的 因 素／／／／／／


／２ ７ ．６％ ／ ３ １ ． ８ ％ ／ １ ６ ．６ ％ ／２ １ ．７ ％ ／


／


１ ６ ８ ８ ６ １ ７／５ｙ
／Ｘｙ

１ ６ ． 你枚特 色课程的 资巧主／ ／ ／ ／ ／ ／
要来巧 于＾／／／


／６ ０ ． ８ ％
＿

／ ３ １ ．１ ％
＿

／ ６ ． １ ％
＿

／ １ ．８ ＸＸ


／


５ ０／ ｉ ｓＸ ５ ６／８ ６／／／
＇

１ ７ ． 你 认 为 学 校显 性课程／ ／ ／ ／ ／ ／
々 ｈ ， 隐性课程应 包括／ ／ ／ ／ ／ ／


／ １ ８ ． １ ％ ／２ ８ ． ２ ％ ／２ ０ ． ２ ％ ／３ １ ． １ ％ ／


／


４ ３ ５ ７／
／６ ２ ４ ８／０／６ ６

１ ８ ． 特 色课程 的 几个 特 色／ ／ ／ ／ ／ ／
点 ， 作为《师你认同／ ／ ／ ／ ／ ／


／ １ ５ ．５ ％ ／２ ０ ．６Ｋ ／２ ２ － ４％ ／ １ ７ ．Ｖｋ／


／


１ ４ ５／
／８ ７ ９Ｘ ３ ５

１ ９ ． 特 色课程在教学上化有／／／／／
哪些新的做法／／／／／


／ ５ ２ ．５％ ／３ １ ． ５ ％ ／３ ． １％／ １ ２ ． ６％Ｘ
 

／


２ ０ ． 你 身 边的教师对特 色课
２ ３ ９

＾
＾３ ５ 。

̄

程建设的态度／／／／Ｘ／


１／８ ６ ． 巧 １ ２ ． 化
 １／


１ ．４％
 １／


１＾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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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 市普通左 中特 色课巧建设

巧查问卷统计 （ 学生卷 ）

（ 本调查卷共发放 问卷 ３ １ ０ 份 ， 回 化 ３ ０ ０ 份 ， 回 收率 占 ９ ６ ．口％ 。 问卷见附录 ）

一

、 问卷调击化计

巧查 内容选择答案人软及所 占 比例

人数

Ａ Ｂ Ｃ Ｄ Ｅ Ｆ

比例


１ ． 你是高 中 几年级学生 ？ １ ０ ２

／
／１ ０ １

／９ ７／
／
０／／／

／３ ４ ％ ３ ３ ． ６ ５４

／
／ ３ ２ ． 化

／＾／
２ ． 你对现行高 中课程感觉 ？ ４ ６／２ ８／

／５ ８。 ８

１ ５ ．３Ｘ ９ ． ３％ １ ９ ． ３ ％ ５ ９ ． ３ ％

３ ． 你理解的 高 中 特 色课程应７ ８／３ ２／１ ６ ８ ２ ２

该是 ？ ２ ６ ％ １ ０ ． ６ 巧 ５化 ７ ．３ 巧
／ ／

４ ． 你 ＂ 为 当今普通 高 中培养 ５ ５ ７／
６ ２／

ｉｎ

目 标 １ ． ６％ １ ９％ ２ ０ ． 化 ５ ８ ． ６ ％

５ ． 针对培养 目 标你 ＂ 为有必 ２ １ ３／
５／

７ ８／
４／／／

ｒ
高 巾蜘嫩／

：

／
；
／

；

／
；
；

／／
６ ． 你 所在学校特 色课巧主要 ８ ６／

２ １／
４／

１ ８ ９

表现在 ２ ８ ． 化 Ｖｋ
／ １ ． ３ ％ ６ ３ ％

／ ／
７ ． 你 ＂ 为 影咱你所在 学校特８ ５／

／７ ９／
／
１ ２ ６

／
／１ ０

色课程建设可能原 因是 ２ ８ ． 化 ２ ６ ． 巧 ４ ２％
＾
／

－
＾ ３ ．３％／



８ ． 你所在学校课程学分制 、 ２ １ ６

／
／
／
７ ８／４／

／２／／
走班管理 实行如何 ？ｍ ２ ６ ％Ｌ３ ％ ０ ． 化 ／



９ ． 你 最 感 兴趣 的 特 色课程 １ ０ ４ ８ ６／７ ８ ３ ２

是 ？ ３ ４ ． 化 ２ ８ ． ６ ％ １化
／１ ０ ． ６ ％

／
 

１ ０ ． 选择你 感 兴趣的 特 色课 ８ ８ ４ ５ ２ ４ １ ４ ３

程你 父母的 态度 ２ ９ ． 巧 １ ５ ％ ８ 《 ４ ７ ．６％
／
 

２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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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１ ． 对现行 高 考评价制度你 ７ ６／
３ ６／

６ ７／／１ ２ １

／
／／

／／
／

的 态度是 ２ ５ ．３％ ２ ２ ．３％ ４ ０ ． 化
／


／


１ ２ ． 你 觉得哪 些 方 面 需要建 ８ ６／
５ １／９ ８／

／
６ ５／／／／

立指导教师制度 ？ ２ ８ ．６ Ｘ １ ７、 ６Ｓ
／

＾
２ １ ． 化

１ ３ ． 对 大 学 先修课程 的 实 施 ６ ５／
／
９ ６／

／３ ８ １ ０ １

你的态度是／
＾

２ １ ． 化ＷＳ／
＾

１ ２ ． ６Ｓ／
－

＾

＾
３ ３ ． 化／



１ ４ ． 你认 为 高 中 特 色课程 的 ２ ５／
／Ｉ。

／
／８ ７／

／４ ３ ２ ２

性质是 ８ ． 化 ４ １ ％ ２ ９？ １ ４ ． ３％ ７ ． ３％
／

１ ５ ． 针对学分制 ， 你认为如何９ ６／
／
６ ７／

／
５ ６／／８ １

实现特 色课程 ？＂Ｓ ２ ２ ． 化 １ ８ ． 化 ２ ７％

５ ６ ６ ７。 １ ６ ５

１ ６ ． 你认为 隐性课程应 包括／ ／ ／ ／ ／“ ＇Ｘ
ｙ
／１ ８ ． ６？ ２ ２ ． 巧． ４、 ５ ５％

／

１ ７ ． 《 中 特 色课程建设给你 ９ ７ ９ ６ ６ ５ ４ ２

带来哪些变化 ？／
ｎ ． ｖｋ ３巧

ｙ
＾

２ ｉ ． Ｍ／ ｉ ４？／


Ｍ
￣￣

７ ｎ／ １ ２ ４
￣

７ ｍ７７
￣

ｙ
１ ８ ． 你认为 影 咱化校特 色课／／／／／／
程建设最重要的 因素是／ ｌ ｌ ’ ３Ｘ／／／／／
 乙

．

／ ２ ６Ｘ
－

／４ １ ． ３％Ｘ２ １ ． ３％ ．

／


．

／

１ ９ ． 国 外 高 中 特 色课程有 巧 ６ ５ ２ ４／
／

＂

１ ７ ８ ３ ３／／＇／
借企业这一特点 。 你认为这／ ／ ／ ／ ／ ／
种做法应注重 的是


／ ２ １ ． ６％／ ８％／ ５ ９ ． 巧 ／。 ％ ／


Ｘ￣

ｎ ｉ７Ｍ７５ ６７８７７７
２ ０ ． 禹 中 毕业后你 的人生规／／／／／／
划可能是／／／／／／


ＩＸ６ ７ ．３ ５ ＩＸ １ １ ． ３％ １／ １ ８ ． ６％ ＩＸ２ ． ６Ｘ
１／
 ［

／


从回收的 问卷来看 ， 对高中开设特色课程的态度 ， ８６ ．５％教师和 ７ １ ％的学生

认为有必要 ， 证明在当下高中课程改革重视选择性和多样性课程同时 ， 高中特色

课程建设能为广大师生所理解接受 。 ４８％的教师认为高中特色课程有利于学生个

性化发展 ， 实现高中教育大众化 ， ５６％教师认为高中特色课程主要应依据学校办

学理念 ， 系统设计开发 、 培养特色 ， 并有 ４０ ．６％的高中教师将特色点定位在基于

独有资源和学校学科优势两个方面 。 ５６％的高中学生回答 自 己所理解的特色课程

应该是
＂

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 根据本校的办学理念 ， Ｗ学生的需求与发展

２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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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核也 ， Ｗ地域 、 社区与学校资源为依托 ， 经过长期的课程实践 ， 逐步形成和发

展起来的具有独特性的整体风格和 出色的育人成效的课程 、 课程实施或课程方

案
＂

。 可 Ｗ这么说 ， 国 内 髙中无论是教师还是学生抑或校长对髙中特色课程都是

持欢迎态度的 ， 大家基本都觉得高中开发特色课程有利于学生的发展 、 有利于学

校特色形成 。

但毋庸置疑 ， 从问卷回收和时间访谈中 ， 我们也看到 了很多现实的 问题 ：

比如在现行高考制度没有改变的情况下 ， 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估计很难有效实

施 。 有 ６３％的教师认为必须对高考制度进行改革Ｗ满足现行的高中课程改革方

案 ， 完善特色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 ； 有 ７ ２％的学生认为其所在学校基本上还是

实行Ｗ前的大班教学管理 ， 与特色课程有关联的学分制 、 走班化管理没有得到运

行 。 近 ６５ ．６％的学生建议完善高考制度 ， 进一步与高中必修 、 选修课程专业性接

轨 ， 同时建议增强校 内评价的权重 ， 注重形成性评价 ； 在调研影响普通髙中特色

课程主要因素这
一

问题时 ，
４ １ ．３％的教师和学生的认为学校受经费场地等限制 ，

无法开设更多的特色化的选修课程 。 由此可知 ， 特色课程的开发必须有必要的政

策性经费支持 ， 仅仅依靠学校 自 身 的財力无法满足课程建设的需求 ； 此外 ， ５９ ． ３％

的教师认为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师资来源主要是本校教师 ， 利用社会力量和高校

教师资源还显得不足 。

（二 ） 韩国 Ｄ 市高中调研情况

在韩国大田市做交流访问一年时间里 ， 本人就大 田地区的有关高中做了相关

的课程计划材料的收集 ， 并对
一些高中现任校长做了相关问卷调查 （ 问卷见附

录 ） ， 内容涉及到学校开设哪些特色课程 、 如何设计 、 实施 、 实施过程中遇到哪

些问题 、 如何调整及得到怎样启示 。 大 田 国际通商髙中李硕范校长 、 大田女子商

业高中洪成学校长 、 大 田龙山高中郑学顺校长 Ｗ及序德工业高中李判希校长分别

就问卷 内容做了较为详细 的回答 。

纵观调研反馈资料所显示的信息 ， 本研究Ｗ为 ， 尽管韩国 的高中在分类有别

于国 内 ， 韩 国的高中大的方面分为普通高中和 专口教育为 目 的的高中
＂

两种

类型 。 Ｗ专口教育为 目 的的高中意指专口系及其他系高中 。专口系高中是指农业 、

工业 、 商业信息 、 水产 、 海运 、 家务 、 实业为专口教育内容的高中 。 其他系高中

是指 Ｗ科学 、 体育 、 艺术 、 外国语 、 国际为专口教育 内容的特殊 目 的高中 。 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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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 ： 特色课程一我国商中课程改革的新生机


课程设置及髙考评价这些方面两国髙中还是有比较近的相似性 。 根搪上述调研信

息和收集的课程资料 ， 本研究认为 ： 从特色课程开发规划层面上 ， 韩国高中 比较

注重全员参与 、 多角色协商课程方案 。 韩国大 田龙山高中校长郑学顺在介绍该校

特色课程如何设计这
一

问题时 ， 坦言该校特色课程 （诸如音乐 、 美术学科 ） 主要

在学期初就和学生 、 家长调查 、 协商后来选定开设 。 不仅如此 ， 有些学校还会考

虑社会的需求 ， 比如大田女子商业离中在开设持色课程
＂

会计经营学
＂

、

＂

会计信

息学
＂

中 ， 往往Ｗ年中活动的形式将企业人力资源部口 的意见反映在教育教学的

课程建设之中 ， 努力使学校培养企业中最重要的熟悉会计业务的会计职员 。 通常

将最新的会计原则与信息飄入到课程建设之中 ； 从课程实施层面 ， 韩 国高中 比较

注重合理利用高校资源 ， 开发紧密联系地方髙校 、 有助于学生学业发展的特色课

程 ， 如韩国大 田科学高中所实施的
＂

学术引入
＂

和
＂

共学方案
＂

等相关制度值得

国 内商中借鉴 。 并且 ， 这些课程方案
一般 ３

—

５ 年为
一

个周期再进行修订 ， 从特

色课程评价层面上 ， 尽管韩国和 中 国
一

样高考竞争也很残酷 （如韩国又松大学酒

店观光系是该校品牌专业 ， 每年报考该校这个专业的韩国高中生和录取学生比率

大概为 １ ： ５０ ） 但韩国高中相关特色课程中的有些特色课程会在商考中体现 ， 如

专口髙中大田女子商业髙中
＂

会计基础理论
＂

会作为髙考中必考 肉容 ； 有些特色

课程则未必在离考中体现 ， 诸如音乐 、 美术等特色课程 ， 通常只是在学校中来考

核 。 但这种考核有别于国 内 的高考 ， 它可 （＾ ］１作为学生髙考成绩的依据 。 原因是韩

国髙考成绩不完全取决于
一

张试卷 ， 髙中学生生活往往通过内审制乘拥 Ｗ体现 ，

内审涉及到生活记录袋展现 ，

一般占据入学成绩的 ３０％ 。 同时 ， 韩国的入学查定

官制度也保障了大学入学考试相对的公平 ， 他们通过能力测试 、 生活记录袋 、 论

述 、 推荐信 、 面试等环节对申请入学的高中毕业生进行判断和最终决定 。 此外 ，

韩国髙中在相关特色课程开发上 ， 十分注重细化 ， 送一方面的 内容将在后文详细，

比较 。

为此 ， 本研究将着力研究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理论依据和实践价值究竟何在 ？

特色课程的 目 标 、 性质 、 特征 、 种类有哪些 ？ 高中特色课程要素有哪些 ？ 高中特

色课程开发的核也步骤与配套措施究竟有哪些 ？ 特色课程建设 中存在哪些 问

题 ？ 如何解决 ？ 如何借鉴国外特色课程
一些好的做法 ？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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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 髙中特色课程理论分析

一

、 高中特色课程界定及其内涵

島中特色课程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髙中课程 ， 它的界定取决于对
＂

课程
＂

送

一概念理解意义不同而各异 。 如果把课程理解为
一般意义上的

＂

学科
＂

或
＂

学习

经验
＂

， 那么高中特色课程可能指的就是学校根据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和学校发

展特色开发出来的学校校本课程 。 这里的校本特色课程可 Ｗ涵盖学校所有有利于

学生发展的生活指导 、学业指导乃至生涯发展指导的相关课程。 既包括学科课程 ，

也包括活动课程 。 另
一方面 ， 如果把课程理解为后现代意义上的

＂

跑的过程
＂

，

那么高中特色课程的 内涵界定则可 Ｗ理解的更为宽泛 ， 它可 Ｗ上升到相关课程实

施过程中 的特色化 ， 即
＂

课程的持色
＂

， 甚至包括学校在制定课程方案过程中 的

特色化措施所形成的课程组合方案 ， 它主要是针对高中课程结构上的多样化 、 选

择性的重组 、 优化 。 鉴于此 ， 国 内 的学者石鸣教授把髙中特色课程界定为在先进

的教育思想引领下 ， 根据学校办学理念 ， Ｗ学生的需求与发展为核必 ， Ｗ地域 、

社区与学校资源为依托 ， 经过较长的课程实践 ， 形成和发展的具有独特性 、 整体

性和优质性的课程 、 课程实施或课程方案 。

高中特色课程的界定决定 了 高中特色课程的 目 标和性质 。 从课程 目 标这
一

角

度来看 ， 高中特色课程主要服务于学校的办学理念和学生的需求和发展 ， 并Ｗ地

域社区 Ｗ及学校资源为依托 。 普通高中各个学校办学理念应该有所不同 ， 虽然我

国并未实施国外有些国家的分类高中体制 ， 但每个学校都有 自 己的 自 身办学特色

也是改变高中办学同质化的必然要求 。 国家倡导髙中特色办学 ， 实现
＂
一

校
一

品
＂

的理想也是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合理依据 。 更为重要的是 ， 人是各不相 同的 ， 每

一

位高中学生都有着 自 身不同的个性和发展需求 ，

一味地Ｗ统一制式的课程来教

育不同的学生显然背离 了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 。 因而 ， 从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 目

标来看 ， 它既符合学生个性化发展的要求 ， 也符合我国现行教育状况下实现高中

特色化办学 ， 改变高中 同质化现象的需求 。

但也有两点值得关注 ，

一

是高中特色课程从政策层面上分析 ， 主要还是响应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 力求把高中办出特

色 。 因为特色课程建设是特色髙中建设
一

个重要的承载点 ， Ｗ此为依据 ， 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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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第一 目 标倾 向一－为学校发展定位 已成为大多数学校的共

识 。 但为学校发展定位的特色课程开发是否就应然地和教育的 目 标相契合 ？ 这一

点值得怀疑 。 首先 ， 有些学校开办 自 己的特色课程完全是为 了拓展学校的社会影

响力 ， 寻求Ｗ点带面的效果 。 潜在的 目 的是在 日益激烈的升学竞争中 占得
一

席之

位 ， 其背后功利之 目 的昭然 。 教育本身 的性质决定着教育是一种长时间 、 慢收效

的工作 ，

一

个学校要真正地靠 自 己的 内涵建设博得社会的认可 ， 单靠一至两项的

特色课程无法实现这
一

的 目标 。 同时 ， 学校与学校之间有共性也有差异 ， 从共性

的角度来看 ， 如果各个高中都依据 自 身优势 ， 开设本校的特色课程或课程群 ， 势

必造成重复建设 、 资源浪费 。 短期无大碍 ， 长期影响必然显现 ， 当下很多的富中

都建设了
一

系列的艺术特色课程 ， 美术 、 体育特色课程 ， 看似蓬勃发展 ， 其实危

机 已然存在 ， 从差异的角度看 ， 似乎特色课程建设有助于错位发展 ， 多样并在 ，

有利于教育公平 。 但事实上很多的普通高中往往是被迫为之 。 因为在高考竞争殘

个主旋律下 ， 无论是生源还是师资 ， 这些髙中都无法和重点高中相比较 ， 为 了生

存 ， 被迫改弦更张 ， Ｗ特色艺体课程作为突破点 ， 力争在艺术类高考招生中找到

自 己的位置 。 安徽省宣城Ｈ中 （该校被中央教科所和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确立为

＂

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普通高级中学特色项 目学校
＂

） Ｗ艺体特色为主导的持色学

校建设也正是建立在生源萎缩 、 质量下降 ， 为 了维持学校的生存问题而寻求突^

的 。

？
无论是学校在共性或差异性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为学校发展定位开设的特色

课程 ， 从根本上讲都容易导致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忽视 ， 从而背离 了教育改革和发

展的使命 ， 也难谈得上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公平 。

二是开发特色课程的 目标是宗现学生个性发展 。 这种共识是鉴于 Ｗ往高中教

育隶属于精英教育 ， 高中 的终极 目标就是为髙校输送合格的后各军 ， 髙中教育同

质化现象比较普遍 ， 不易于学生人尽其才 ， 个性化发展 。 但问题是个性化发展的

基础是充分挖掘学生的 内在潜能 ， 当下爵中学生到底需要开发哪些潜能 ？ 是否存

在有适合髙中学生潜能的统一性特色课程 ？ 按照伊思雷尔 ． 谢弗勒的观点 ， 潜能

概念蕴涵 了源于 Ｗ往哲学传统的Ｈ个神话 ， 即潜能的稳定性 、 和谐性及价值性神

话 。

＠
关于潜能的所谓稳定性 ， 谢弗勒认为恰恰相反 ，

一

个人所拥有的潜能的数

〇
王飞主编 ： 走向特 色 高 中 ［Ｍ ］ ， 安徽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２
：２ ０

０

伊斯雷 尔 ． 谢弗勒著 ： 人类的潜能一一项教育哲学的研究 ［Ｍ ］
石 中英 、 涂元冷译 ， 华 东师范

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６ ：１ １ 、 １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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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是随着时间 的推演不断卖化的 ， 人的潜能的实现 ， 都是非常偶然的 ， 受制于人

们的意 图 （个人和社会的 ） 、 可能的资源Ｗ及理智的限度 。 并且 ， 潜能的变化是

相互联系的 ， 某种变化会对其后的变化产生独特的影响 。 这样看来 ， 特色课程从

开发学生潜能角度必须考虑学生的年龄段及先后顺序之间 的关系 ， 完整 、 统一的

特色课程对学生个体潜能开发来说是不存在的 。 对潜能的和谐性 ， 谢弗勒则认为

人有多种潜能 ， 但
一

种潜能的实现不等于所有潜能的实现 。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生

活 ， 生活的多样性取决于每个人不同的选择 。 那种认为能够全面实现
一

个人所有

潜能的观点不符合事实 。 这意味着特色课程建设应该具有选择性 ， 让每一个不同

个性的学生都有机会选择适合 自 己潜能开发的课程 ， 个性化的选修课程是特色课

程最佳的外在形式 。 至于潜能的价值性神话 ， 谢弗勒批评那种把潜能的实现都看

成会产生好的结果的观念 ， 指出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到潜能的价值的相互矛盾性 ，

更要看到潜能实际上存在负面价值 。 这个观点也验证了特色课程选择性的合理

性 ， 我们不可能开发那些有惇于学生健康成长的课程 ， 无论它们有多大的利益 、

商机 。 而应开发那些解放人的也灵 、 増强人的批评能力 ， 丰富人所拥有的知识 ，

启迪人的同情也并赋予人道德与实践选择能力 的相关特色课程 。 因而 ， 选择性和

个性化是高中特色课程的开发学生潜能的基本要求 。

本研究认为 ， 高中特色课程定位于为学生发展需求和学校特色办学应该互不

矛盾 ， 因为学校的特色办学最终 目 标都是为学生发展需求服务的 ， 撇开学校服务

的终极对象学生来谈特色显然是不符合学校的一般教育规律的 。 同时也要注意到

学生的要求各不相 同 ， 学生的潜能也因人而异 ， 所Ｗ高中特色课程的选择性和合

理性也是需要考虑的 因素 。

二 、 窩中特色课程的性质

综合高中特色课程的 内涵 ， 本研究把高中特色课程性质概括为 Ｗ下几个方

面 ：

（

一

） 独特性 。 所谓
＂

特色
＂

， 就是指与众不同 ， 有 自 己的特点 。

＂

特
＂

有独

特之意 ，

＂

色
＂

即 出色之意 。 可 Ｗ说
＂

特色
＂

就是独特出色 ， 具有优秀、 独特的

本质 。独特性其实就是个性的彰显 ， 是与其他学校课程相 比与众不同 的课程品质 。

它根据时代发展对人才多样化需求 、 学校资源配置差异性 Ｗ及学校课程建设 自 主

性 ， 对学校 自 身文化传统 、 教育资源加 挖掘 ， 根据本校学生不同兴趣 、 爱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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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而形成的单项课程或课程群 ， 基本具备
＂

人无我有
＂

的
一般意义 。 独特性是

高中特色课程的核也特征之一 。

（二 ） 优质牲 。 高中特色课程独特性和优质性两者密不可分 。 优质性可Ｗ说

是独特性形成和发展的环境与±壤 ， 没有课程优质性作为基础 ， 课程独特性就成

了无源之水 、 无本之木 ， 缺乏生命力和存在的价值 ； 同时 ， 课程独特性又是优质

性的外在表现 ， 是课程优质性保持的基础 。 髙中特色课程的优质性主要表现在两

个方面 ，

一方面表现为特色课程本身 的科学性与先进性 ； 另
一方面 ， 表现为教育

质量优质 ， 取得了 出色的育人成效 ， 得到上级教育行政部口 、 其他学校 、 学生家

长和社会的高度认可 。 具备了
＂

人有我优
＂

的
一般意义 。

（Ｈ ） 多样性 。 髙中特色课程多样性主要表现为形形色色 、 不拘一格 。 多样

性既有课程种类的多样 ， 可 Ｗ是国家课程 ， 也可Ｗ是地方或校本课程 ， 可Ｗ是单

项课程口类 ， 也可 Ｗ是
一

系列课程群 。 也可 Ｗ是层次多样 ， 不同的学生可Ｗ板据

自 己的学力选择不同的课程 、 进度来学习 ， 形成不同的
＂

学程
＂

。 还可Ｗ课程实

施的多样 ， 可Ｗ是实践课程 ， 也可Ｗ是研究课程 ， 不 同 的特色教师可从有不同的

课程实施方法 。 可Ｗ说 ， 髙中特色课程的多样性是课程选挥性的基础 ， 没有多样

性就谈不上选择性 。 同时 ， 它也促进了学生依据不同的个性多样化发展 。

（ 四 ） 选择性 。 窩中特色课程建设的 目 的就是要改变我国嵩中统一制式的课

程所形成的 同质化倾向 ， 就是要依据学生不同的兴趣个性来培养多样化的人才 。

这些 目标的实现基础必须是让课程具有广泛的选择性 。那种不分学生资质 、潜能 、

禀赋 ， 不分学校文化和传统特点的特色课程 ，

一

定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髙中特色

课程 。

（五 ） 整体性 。 高中特色课程广泛的选择性并不是不要课程的整体性 ， 造成

课程无止境的蔓延 。 所有的高中特色课程必须服从于学校的办学 目标 ， 符合学校

办学理念 ， 服务于学校的特色教育 ， 并能有效地融合在学校整体课程框架之中 ，

协调与其他课程之间的关系发挥学校课程体系的整体价值 。 这一整体性可 １＾概括

为兰个方面 ：

一

是课程本身 Ｗ拓展型或者研究型课程形式存在 ， 能与 国家课程形

成互补的关系 ， 在整体课程框架中 ， 充分发挥特色课程价值和功能 ；
二是高中特

色课程建设需要整体的
＂

特色氛围
＂

。 即髙中特色课程建设需要的是全体师生 、

学校 、 家长 、 专家乃至社区共同作用 。 Ｈ是特色课程促进学生多样化 、 个性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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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 不仅仅是为 了某类学生 ， 而是为 了学校的每一位学生的终身发展 。

（六 ） 创新性 。 要保持髙中特色课程的
＂

独特性
＂

， 就必须不断创新 ， 才能

保持课程新鲜的生命力 ， 保持可持续的特色 。 迭种创新不是对学校原有课程的改

头换面 ， 而是真正对学校传统课程建设经验的改造 ， 赋予其时代的 内涵 ， 它可Ｗ

对已有课程资源进行重组 ， Ｗ崭新的形式和实质来彰显 ， 也可Ｗ对潜在的课程资

． 源进行挖掘 ， 构成优质资源和特色课程建设之间的 内在联系 。

Ｓ 、 巧中特色课程特征

根据上述对高中特色课程内涵界定 ／本研究Ｗ为高中特色课程建设要把握Ｗ

其Ｗ下几个特征 ：

首先高中特色课程的资源应来源于地域社区或者学校 。 从这两方面来看 ， 高

中特色课程应主要从属于我国兰类课程的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 每所髙中所处的

地域有所不同 ， 而不同的地域乃至社区所形成的文化资源也不尽相 同 ， 学校可Ｗ

在这些不 同历史文化底蕴中发掘有利于学校办学 、 有利于学生发展的地方性课

程 ， 为学生的生活 、 学业乃至生涯发展提供帮助 。 韩 国大田市科学高中利用大 田

市髙校资源 ， 积极开发学生和科研人员共同研修的
＂

共学课程方案
＂

，

一方面帮

助学生及早寻找到 自 己将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 另
一方面 ， 通过与科研人员

一起研

究学习 ， 学生也会在这些科研人员身上学到
一

种基本的科研精神和态度 ， 为学生

个人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 当然 ， 学校本身的历史传统 、 文化积淀也必然是高中

特色课程的
一

种开发渠道 。 很多学校文化传统悠久 ， 其办学经历就是特色之所在 ，

送样的髙中完全可 Ｗ依托本校资源开发 自 己有特色的髙中校本特色课程 。 如 Ｍ

市 Ａ 大学附属 中学本着
＂

文理兼修 、 艺体见长 、 教风严谨、 学风诚朴
＂

的校风 ，

关注并尊重学生的禀赋 、 特长与个性差异 ， 积极引导学生发展 自 己的优势潜能 ，

努力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 目前该校Ｗ 自 身办学传统建设艺体特色课程

发展迅速 ， 已成为 国家级体育传统项 目 （击剑 ） 学校 、 省级体育传统项 目 （ 田径 ）

学校 。 但值得注意的是 ， 地域性文化传统和学校积淀的办学特色未必就
一

定可 １^

成为学校特色课程的资源 ， 有些地域性 、 学校的文化传统或已过时 ， 这些过时的 、

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特色课程资源应该不宜作为特色课程的选择材料 ， 所 Ｗ ，

高中特色课程的地域性 、 校本性的特征要受到特色课程选择性的鉴定 。

其次 ， 高中特色课程还应经历长期课程实践的考验 。 这一特征说明 了高中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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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课程不是一磋而就的 ， 它需要在课程实践的长期考量下 ， 得到广大学生 、 教师

甚至家长的认可 ， 逐步优化 、 组合 ， 形成 自 己的特色 。 这种长期课程实践考验最

终 目 的就是使得高中特色课程由最初的
＂

多样性
＂

最终走向
＂

特色性
＂

， 考验的

标准可Ｗ有两条 ：

一

是这种特色课程是否真正有利于学生的发展和学校的特色化

办学 。有利于学生发展 、 学校特色化办学的高中特色课程一定可Ｗ得到广大学生、

教师 、 家长的欢迎 ， 这是商中特色课程开发合理化的依据 ；
二是送些课程是否能

融合到学校整体课程体系中 。 单
一

的 、 特立独行的高中持色课程很难发揮出课程

的意义 ， 只有那些符合服务于学生 、 服务于学校办学特色 ， 并能和其他学校相关

课程形成
一

定关系且能体现学校整体课程体系价值的课程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的

学校特色课程 。

再次 ， 高中特色课程可Ｗ是
一

口课程 ， 也可ｗ是
一

个课程群或课程领域 。 某

一

学科或者某一教师经过长期课程实践被广大学生所认可的特色课程可 １＾＾１形成

一

口相应的高中特色课程 。 如 Ａ 省 Ｄ 中学为 了使新疆班学生更好地了解传统中 国

文化 ， 开设 了
一

系列的商中特色课程 。 这其中有 Ｃ 老师结合语文特征绘学生开设

的 《优美的汉字 》 文化活动课程 ， 通过学生学习 了解汉字的所沉在的文化底蕴 ，

拓展学生视野 ， 培养新疆维吾尔学生对汉字的兴趣 ； 也有依据学科内可渗透的民

族传统文化挖掘特色课程领域 。 比如 同样是语文课程 ， 该校结合课本中的古诗词

等文化经典 ， 教师指导学生按照 《语文课程标准 》 的建议 ， 将 《唐诗Ｈ百首 》 《宋

词Ｈ百首 》 中 的部分诗词 ， 编排经典系列 ， 让学生诵读最优秀的作品＾ 在诵读 、

感悟 、 赏析中进
一

步体会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 。 同时 ， 对诞生于 Ｄ 县的我国历史

上的第
一

部启蒙经典 《千字文 》 ， Ｗ及李 白 、 李之仪等人在 Ｄ 县的诗文等资源进

行收集整理编排 ， 时间安排上每周
一

到二节课 。 按照诵读系列安排专题讲练 ， 举

办唐宋诗词朗诵会 ， 帮助学生的学习 内容向纵深拓展 ， 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力和

良好的素质 。 这些诗词诵读和鉴赏课程就构成了语文送
一

领域的相关特色课程 。

当然 ， 该校还有针对性地系统开设了历史文化名人研究 、 美术课的剪纸 、 脸谱Ｗ

及体育课武术 、 跳绳 、 踢毯 、 織鞠 、 掷沙包等等 ， 都既体现了我国汉民族的文化

底蕴 ， 又使得新疆维吾尔族学生通过学习 了解了我国文化传统 。 这些课程又可Ｗ

看做是高中特色课程课程群 。

四 、 髙中特色课程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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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高中特色课程类型这个层面 ， 石鸭教授把特色课程归为Ｈ类 ：

一

是指学校

自 己创造性开发的课程 ， 是有特色的课程 。 这类课程本质上属于学校 自 主开发的

新増校本课程 ， 其共同特点是由学校 自主 、 独立 （或与校外机构合作 ） 开发 ， 旨

在满足本校学生学习需要的课程 。 送类课程有较大创新余地 ， 且有很多形式 。

一

般不属于国家课程 ， 而是相对外围 的 （地方的一－本次高中课程方案未规定地方

课程 ） ， 具有校本性质的课程 。 这类课程只有逐渐稳定下来 ， 成为学校长期不断

完善 、 持续开设且师资稳定并受到学生欢迎的优质课程时 ， 才是特色课程 ；
二类

是指学校对各种课程的创造性或特色化实施 ， 是巧程的特色 。 这类课程往往涉及

国家课程或常规意义上的主要课程 ， 是国家课程的特色化实施 。 经过特色化实施

之后的既定课程 ， 也就成为特色课程的一种类型 ； 三类是指
一

所学校的整个课程

结构及其实施方案 ， 是课程的特色组合方案 。 即学校按照国家富中课程方案的规

定开设课程 ， 但它基于对办学特色的追求而对这些课程进行实质性的多样化 、 可

选择性的重组 、 优化 ， 不仅允许学生选择不同的课程 ， 而且在学习程度上也可Ｗ

不尽相同 。 由此可见 ， 石轉先生的特色谏程种类既包含独特的课程口类 ， 也包括

创造性的对某些课程的特色实施Ｗ及对国家课程方案的校本化实施 。

北京教育科学学院学者黄晓玲与石鸭先生的观点有相通之处 。 她认为特色课

程是学校在
一

定办学思想指导下和办学实践中逐步创建的具有
一定特征和影响

力的课程 ， 对于当前普通高中学校而言 ， 它既可 是
一

口课程 ， 也可Ｗ是
一

类课

程或一个课程群 、

一

个课程领域 ； 既包括对国家课程的改进 ， 也可Ｗ指一些地方

课程和学校的校本课程 。 在此基础上 ， 进一步把特色课程分为 四种 ：

一

是国家课

程的特色课程 ， 主要是国家课程校本化实施 ；
（相当于石轉的课程的特色 ） 二是

地方课程的特色课程 ， 主要依赖于地域特点和优势 ；
（相当于石鸣的特色的课程 ）

三是校本课程的特色课程 ， 目前多数学校特色课程属于此类 ； （相当于特色的课

程 ） 四是Ｈ级课程整合的特色课程 ， 主要是学校从办学理念和培育 目 标出发 ， 依

据一定的统领主题整合成的新的课程 。 （相当于特色的课程 ） 并就特色课程主要

形态上划分为分科课程 （主要是学科特色课程 、 学科拓展课程 、 科 目课程 ， 也包

括 目 前一些实践性领域 ） 、 综合课程 （关联课程 、 融合课程 、 广域课程 、 核也课

程和 问题课程 ） 。

学者邢至巧 、 韩立芬认为 ， 特色课程的开发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 ， 从整体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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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结构观看 ， 特色课程的类型可Ｗ有宏观 、 中观 、 微观Ｈ个层面 。 宏观层面的

特色课程也称为学校层面特色课程模式 ， 从范围上看 ， 是从一所学校的角度来关

照特色课程的整体 ； 从 内容上看 ， 是学校所开设的一系列承载不同 目 标的特色课

程 ； 从实施上看 ， 则涵盖国家基础型课程和校本特色课程 ， 是对两者的统整 。 从 ．

外在存在形式来分析 ， 可Ｗ是基础型课程与校本特色课程 ， 或者是正式课程与潜

在课程 ， 或者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 ， 或者学科课程与活动课程 ， 或者必修课程与

选修课程 ； 中观层面的特色课程也可称为学科领域的特色课程集辭 。从范围上看 ，

涉及的是某一科类校本特色课程的建设 ， 从形式上看 ， 其构成要素是指某
一科类

及该科类 内部的具体科 目 ， 学科课程按照科 目 分 ， 可 Ｗ分为工具科、 社会科 、 自

然科、 艺体科等等 ； 微观层面的特色课程称为独立的 、 具体的校本特色课程。 从

范围上看 ， 是指某
一

具体科 目 内校本特色谏程的建设 。 从形式上看 ， 其构成要素

是单口特色课程 ， 但类别却是各式各样 、 多姿多彩 ， 不同的学科领域可 开设多

种具体的校本课程 ， 其关系是指校本特色课程 内部要素之间的关系 ， 表现为具体

课程 内容的逻辑安排 、 课时比例分配 、 在不同学段的纵向衔接 、 课程巧容与学习

方式之间 的适应等 。

国 内关于特色课程建设有盲 目化、 扩大化现象 。 国 内有学者把我国创建学校

特色实践中不尽如人意的现象概括为 ：

一

是功利化 ， 特色成为学校获取
＆
功名

＂

或招揽生源的
＂

招牌
＂

， 特色发展没有和学校的办学理念有机结合 ， 特色站位不

高 ；
二是 曰头话 ， 特色成了某些人的 口 头禅 ， 言必称特色 ， 将特色建耀与学校的

常规工作混为
一

谈 ， 缺少创新点 ， 难Ｗ体现其独特性与优质性 ；
Ｈ是拼盘化 ， 特

色应是对办学诸多要素进行深入考量之后进行的必然选择 ， 但部分学校只是罗列

特色 ， 缺乏对特色的整体规划与设计 ； 四是短期化和多边化 ， 特色本质上是一种

长期稳定状态 ， 但部分学校在特色发展方 向与 内容选择上却摇摆不定 ， 定位不准 、

定位不稳 。

？
进一步形成

＂

Ｈ多兰少的现象
＂

（认识层面多 ， 实践操作少 ； 课外实

施多 ， 课程实施少 ； 贴标签多 ， 积淀生成少 。 ）

？
纵观上述兰种对特色课程不同的

划分方法 ， 为 了更好地理清高中特色课程类别 ， 本研究认为可 Ｗ从两个方面加 Ｗ

归纳 ：
？

首先我们可Ｗ在大的方 向上把高中特色课程归纳为显性课程 、 潜在课程两个

。

蔽桂金 ． 普通 萬 中 学校特 色的定位与 类型 山 教育科学研究 ２ ０ １ １ ． １ １

？

黄晓冷． 普通 高 中 学校特 色课程建设的 实践路径 山 教学与 管理 ２ ０ １ ２ ． １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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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 ：

所谓显性课程即我们司空见惯的学校课程 ， 包括学科教学与生活辅导两个方

面 。 从学科教学这个层面上高中特色课程理应包括国家课程特色化实施 、 学校课

程特色方案 、 校本特色课程 。 这方面学者石鹤概括的 比较系统。 它们都属于显性

的高中特色课程 。 在这方面 ， 国外与我们有所不同 ， 发达国家的高中特色课程主

要是基于显性的课程 ， 可Ｗ通过个性化 、 多元化的学校选修课程来实现 ，

一方面

可Ｗ根据学生的个性特长 、 内在需要设置各种有特色 、 具选择的高中特色课程 ，

另
一方面 ， 也可 Ｗ依照学生不同的学习进度设置不同 的课程方案 ， 依据学校的办

学特色把国家课程 、 地方课程及校本课程做很好的调整 。 正如有学者所言 ， 特色

课程在学生成长过程之中的地位与作用和当前
一些发达国家开设的具有多元化 、

个性化的选修课程有异 曲 同工之效 。

？

国 内显性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研究值得注意 ：

一

是国外主要通过学校课程建设

来加 Ｗ体现 ， 具体来说 ， 它们的特色可能过多表现在学校课程选择 、 开发Ｗ及实

施等方面 ， 就课程谈特色比较普遍 。 而国 内在特色学校建设这个方面 ， 不完全局

限于课程建设方面 ， 还涉及到学校建设其他各个方面 。 比如 ： 学校课程管理 （校

长决策 ） 、 学校的师资建设 、 学校的文化建设等 。 造成这方面差距的原因可能是

我国是课程高度集权的国家 ， 学校在课程建设方面的分权有限 ， 加上高考的制约 ，

真正的形成Ｗ 自 身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还欠缺政策的支持 ， 要想形成国外的那种

就课程建设来彰显学校特色办学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
二是在学生指导制度方

面 ， 我国 尚未和 国际的接轨 。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指导源于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

欧美各国 ， 经过 １ ００ 余年的发展 ， 它 已成为和教学 、 管理并重的现代学校三大职

能之
一

， 对学生的升留级 、 也理健康教育和就业问题的挟择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

作用 。 又 由于高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性 ， 对学生的指导制度显然成为必须 。 美国的

指导制度可分为学习指导 、 就业指导及跟踪服务 、 信息服务 、 治疗与矫正Ｗ及磋

商性服务 。 日本的指导也有六个方面 内容 ： 学业指导 、 进路指导 、 个人适应指导 、

社会性指导 、 余暇指导及健康安全指导 。 相 比较而言 ， 我国高中学生指导制度的

建设工作刚刚起步 ， 建立比较成熟的学生指导制度有利于学生选择适合 自 己的课

程 ， 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 ， 有利于学校特色课程建设 。

①

邢至巧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 ： 机制与 方略 ［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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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潜在课程 ， 是指在课程背后制约送些公共知识的选择 、 合法化 、 分配 、

接受过程的价值 、 规范 、 信念的体系 。 在学校课程建设文化方面 ， 国 内 的研究明

显多于国外 。 而文化特色如果要归为课程送个方面 ， 它可Ｗ归为学校课程的另
一

方面￣—隐性课程建设 。 它既可Ｗ是学校特色的 内容和表现形式 ， 也可Ｗ表现为

学校特色培养的氛围与环境 。 学校文化特色经过学校领导和师生员工的确认后 ，

可 Ｗ物化在学校的环境 （物质层面的文化 ） 教学 、 课程与教学 （行为文化 ） Ｗ及

管理 （制度文化 ） 过程中 。 在学校环境方面 ， 国 内 的研究大部分是结合学校 自 身

发展的历史和规划来表现文化对学校的影响 ， 从而通过此来达到对学校师生身也

的
一

种熏陶 。 在行为文化方面 ， 国外主要通过人性化的课程选择 、 课程实施、 课

程评价来彰显 ， 完全体现了学生为本的思想 。 国 内在送个方面主要是通过社团 、

社会实践Ｗ及社区服务来表现 ， 在课程建设方面称为活动课程 。 在管理的制度文

化方面 ， 由于中 国的办学机制有别于国外 ， 所Ｗ在管理特色方面较强调校长的办

学理念的指导作用 ， 这也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 ， 即
一些校长抛开学校的实际 ， 仅

Ｗ个人理念和吾好主观选择某些特色项 目 作为本校特色建设的 出发点和切入点 ，

造成特色项 目选择不严谨 ， 导致特色高中的创建走弯路 。 此外 ， 就文化引领方面

来创建学校特色方面 ， 也存在着Ｗ项 目 带动学校特色导致文化强校泛滥化倾向 。

即如何把文化建设 （ 隐性课程 ） 融入到学校整个课程体系上还有待于加轟研究 。

五 、 窩中特色巧程应关注的几个问题

普通島中特色课程建设虽已成为特色高中建设重要的承载点 ， 但奕践过程中

难免会遇到相关的 问题 ， 总结起来有Ｗ下几个方面 ：

（

一

） 高中特色课程的开设 目 的究竟为何 ？

任何课程的开设都
一

定有相应的 目标 ， 目 标决定课程的价值取 向 。 高中特色

课程从政策层面上分析 ， 主要还是响应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２０２０ 年 ） 》 ， 力求把 １＾中办出特色 。 因为特色课程建设是特色高中建设

一个重要的承载点 。 有关髙中特色课程 目标是否和髙中培养 目栋切合 ， １＾
＾１及是否

能Ｗ学生发展潜能为高中特色课程 目标这些问题前文己经阐述 ， 这里不再黎言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性质上属于哪
一类课程 ？

就 目 前我国对课程设置上主要是Ｈ级管理 ， 分别是国家课程 、 地方课程Ｗ及

校本课程 。 高中特色课程究竟是这Ｈ级课程中的哪一级 ， 目 前在理论界大体有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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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看法 ；

一

种是把高中特色课程看作是地域文化特色的校本课程 。有学者认为
＂

从

学校实际 出发 ， 或者说从学校所在区域的地方性知识出发是特色课程建设的逻辑

起点……地方性知识可 Ｗ看作是特色课程的一种 内在规定性 。 而特色课程则是地

方性知识的载体……
＂ ？送种观点事实上是把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的开发做了一

个融合 ， 但它总体上还是把特色课程开发的着力点摆在区域化、 本±化上面 ， 力

求在课程开发乡±化上找到特色点 。 这种做法也会遇到一些问题 ，

一

是地方性知

识作为校本特色课程的开发点 ， 是否就是特色课程的全部 ？ 这一点显然存在 问

题 。 如果把特色课程开发点仅仅限于地方性知识 ， 未必就
一

定能契合我们的教育

目 标 。 因为有些传统的地方性知识在当下己经过时 ， 把这种过时的传统引入特色

课程的开发 ， 很可能造成为 了地方特色而特色的做法 ， 从根本上背离课程开发的

实际意义 ； 另
一方面 ， 仅限于地方性知识的特色课程也窄化了校本课程的 内涵 ，

因为并不是校本特色课程只有送样的一个立足点 。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 ， 在 目前

我国 的Ｈ级课程管理模式下 ， 校本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 中仅 占有很小的份额 。

（ １ ０％左右 ） 此作为高中特色课程的立足点 ， 很有可能导致Ｗ偏概全 ， 从而忽

视了高中课程中 的基础性部分 ， 结果往往是
＂

捡了芝麻 ， 丢了西瓜
＂

， 毕竟相对

于特色的个性化发展 ， 窩中学生在国家必修课程基础性的学习更为重要 。

还有另
一

种观点就是把国家必修课程的特色实施作为特色课程的
一

部分 ， 统

称为课程的特色 。 石鸣先生把它归之为两类 ：

一

是由于国家课程的 内容选择、 编

排 、 呈现方式等多 已既定 ， 学校主要在实施过程中将其特色化 、 优质化 ， 如教学

方法 、 教学手段 、 教学设计模式的特色化与优质化 ； 另
一

类是指课程的特色组合

方案 。 是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特色组合方案 ， 是对既定课程的特色化重建 ，

一

定意义上也可视为特色课程 。

＠这样的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方案 ， 避免了仅从地域

性校本课程开发特色课程的弊端 ， 把高中特色课程建立在必修课程与选修课程结

合的基础之上 ， 既把握了基础又强化了特色 ， 更能体现髙中特色课程开发的意义 。

从国外的研究来看 ，

一般不单独提及特色课程 ， 特色课程主要是结合在特色学校

的创建上来考虑 ， 正如国 内 的学者所说 ， 特色课程在学生成长过程之中 的地位与

作用和 当前
一些发达国家开设的具有多元化 、 个性化的选修课程有异 曲 同工之

？

邢至巧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 ８ 问 ［
Ｍ

］ ， 华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１

？
石 鸣 ； 《普通 高 中特 色课程开发研究 》 ， 载 《 中 国教育学刊 》 ２ ０ １ ２（ １ ２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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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 。

①

（Ｈ ） 离中特色课程究竟要
＂

特
＂

在何处 ？

一

项 问卷调查学校特色规划的统计表明 ， 学校选择
＂

特色课程
＂

占 ７３ ．５％ ，

选择
＂

教师队伍
＂

的 占 ５２ ．２％ ， 选择
＂

学校文化
＂

占 ㈱ ９％ ， 选择
＂

学校管理
＂

占 ６２ ． ５％ ， 选择
＂

特色资源
＂

占 ４２ ．６％ 。

？
由此可见 ， 特色课程建设是特色高中

建设的重中之重 。 只不过国 内 的特色课程研究不仅仅局限于显性课程 ， 还包括学

校的隐性课程 。 国外主要通过学校课程建设来加Ｗ体现 ， 具体来说 ， 它们的特色

可能过多表现在学校课程选择 、 开发Ｗ及实施等方面 ， 就课程谈特色比较普遍 。

而国 内在特色学校建设这个方面 ， 不完全局限于课程建设方面 ， 还涉及到学校建

设其他各个方面 。 比如 ： 课程特色 、 教学特色 、 营理特色和文化特色等 。 造成这

方面差距的原因可能是我国是课程高度集权的国家 ， 学校在课程建设方面的分权

有限 ， 加上商考的制约 ， 真正的形成Ｗ 自 身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还欠缺政策的支

持 ， 要想形成国外的那种就课程建设来彰显学校特色办学可能要承担一定的风

险 。 事实上 ， 上述管理 、 文化特色都可 Ｗ归为学校课程的另一方面一－隐性课程

建设 ， 故本研究Ｗ为我国的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完全可Ｗ借鉴国外相关好的经验 ，

Ｗ选修课程多样性及必修课程层次性体现特色课程开设的意义 、 内涵及价值 。

＂

特
＂

应主要体现在学生个性化发展的需要上 ， 兼顾学校课程发展的追求 、
！ 教师

专业的成长和学校文化与 内涵发展的需求 。

（ 四 ） 髙中特色课程实施应关注的 问题有哪些 ？

从学校课程系统化来考量 ， 任何学校课程都是与学校的教育 目 标相呼应

的 。 不论是这样的 目标是为社会 、 学生乃至其他 。 我国商中培养 目 标应该是从过

去的主要为 了升学的精英化髙中教育逐步走向升学＋职业基础＋完整人格的大众

化公民教育 。 课程的体系也从单
一

的注重学科知识的传授逐步走向课程体系综合

化 。 但综合化并不意味着可Ｗ无序化、 蔓延化 ， 高中特色课程如何融入到学校教

育 目标课程体系是我们必须考量的问题 。 否则 ， 抛开主要的教育 目 的而片面追求

学校的所谓
＂

特色
＂

， 到头来很容易落入形式主义的窠巢 。

国外的高中
一

般不提特色课程 ， 除非
一些特色学校 。 发达国家都是 自觉把特

色课程建设归纳到学校整体课程体系之中 。 因而 ， 学校也不单独超越学校固有的

①

邢至阵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 ８ 问 ［
Ｍ

］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３ ３

？

李觀 《特 色普通高 中建设的现状 、 问题与对策 》 載 《现代教育管理 》 ２ ０ １ ２（ ０ 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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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体系来谈特色课程 ， 相关的特色课程往往都在丰富 、 多样 、 选择性的选修课

程体系中加 Ｗ彰显 。 比如芬兰高中所开设的必修课程 、 专业课程和应用课程都在

３ ００ 学程 上 ， 政府规定一名普通高中学生要毕业至少完成 ＾ 个学程的学习 ，

其中包括 ５０ 左右的必修和 １ ０ 个选修课程 ， 其余为应用课程 。

＠
但在上述Ｈ类课

程开设上 ， 并不仅仅在选修课程和应用课程上体现特色 ， 同样在必修课程开设上

也是通过课程模块来彰显课程的特色 （相当于国 内学者石鹤所说的是国家课程和

地方的特色组合方案 ， 是对既定课程的特色化重建 。 ） 送种多样性 、 选择性和个

性化的选修课程体系 ，

一方面体现了 Ｗ人为本的课程设置理念 ， 同时解决了特色

课程与学校课程体系相互兼容的关系 。 无需单独来考量什么样的特色课程才能和

学校课程体系兼容的 问题 ， 是比较完善的特色课程机制的选择 。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 有两个难题在国 内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上必须加 Ｗ关注 。

其
一是相关的特色课程如何评价的 问题 。 国 内关于普通髙中特色课程建设大体是

建立在有关特色高中建设基础之上的 ， 在高中教育总体评价机制——高考制度尚

未改变的基础上 ， 高中特色课程的评价机制往往形成了这样的状况 ， 即为 了顺应

高考的机制 ， 实现普通高中 的升学率 ，

一些底子比较薄弱的学校试图通过艺体特

色课程的开设来提高艺体考生的高考录取人数 ， 表面上看学校开设艺体特色课程

是为 了学校特色发展及学生的个性潜能 ， 实质上还是为 了 

一

个共 同 的价值追求

——迎合高考机制 ， 提高学校升学率 。 仅仅是为 了这样的追求 ， 高中特色课程的

开设只能是Ｗ往片面追求升学的精英教育一种翻版 ， 内涵上没有变化 ， 只是形式

上稍作调整而 已 。 这种潜在的高考升学率评价机制制约着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开设

的终极意义 ， 也与课程改革的理念相惇 。 因为它至始至终都是
一

考定优劣 ， 不存

在所谓的形成性评价的可能 。 纵然是有些有艺体特长的学生从中获益 ， 但大多数

选择这些特色课程的学生往往是文化课相对较弱 ， 选择不是出于兴趣潜能之倾向

而更多的是由于功利 。 因而 ， 从 目前的我国普通高中现状来看 ， 必须改变高考
一

考定终身 的评价机制 ， 真正地从形成性角度考量学生的综合素质 ， 同时要增加除

学科知识Ｗ外的职业 、 品德等方面的评价权重 ， 制定符合中 国 国情及实际的高考

？

浙江省教育厅赴北欧教育考察团 ： 《走进芬兰 高 中课程改革 》 载 《外 国 中 小 学教育 》 ２ ０ ０ ８

（ ０ 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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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方式 。 没有与高中特色课程配套的评价机制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很难从真正

意义上深化 、 推广 。

其二是 ， 如果我们借鉴国外的经验 ， 通过髙中选修课程建设来彰显高中特色

课程建设 ， 陈面临上述
一

样的高考评价制度制约的 问题Ｗ外 ， 还可能涉及到学生

指导制度的 问题 。我国的高中学生大都已接近成年 ， 虽然有具备
一

定的 自我意识 ，

但在未来职业规划 、 学习兴趣潜能所在乃至选修科 目 的选择上还远没有达到可Ｗ

完全能 自 己规划人生的那种水平 。 这就提出
一

个学校亟待解决的 问题 ， 如何帮助

学生选择适合 自 己的选修科 目 、 安排未来职业规划 。 现代意义上的学术指导源于

１ ９ 世纪末 ２０ 世纪初的欧美各国 ， 经过 １ ００ 余年的发展 ， 它 已成为和教学 、 管理

并重的现代学校Ｈ大职能之一 ， 对学生的升留级 、 也理健康教育和就业问题的挟

择等方面起了非常大的作用 。 由于髙中阶段教育的特殊性 ， 对学生的指导制度显

然成为必须 。 美国 的指导制度可分为学习指导 、 就业指导及跟踪服务 、 信息服务 、

治疗与矫正 Ｗ及磋商性服务 。 日本的指导也有六个方面内容 ： 学业指导 、 进路指

导 、 个人适应指导 、 社会性指导 、 余暇指导及健康安全指导 。 相比较而言 ， 我国

高中学生指导制度的建设工作刚刚起步 ， 建立比较成熟的学生指导制度有利于学

生选择适合 自 己的课程 ， 有利于学生个椎化发展 ， 有利于学校特色课程建设 。 完

善我国高中学生综合指导制度并与 国际高中的接轨 ， 是我国高中特色课程必额面

对的谏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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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兰章 ： 高中特色课程核也元素

一

、 个性化的育人 目标

（

一

） 个性发展是高中教育的发展 目标

教育 目标决定课程与教学 目标 ， 而课程 目 标往往又决定课程 内容 。 长期 Ｗ

来 ， 我国高中
一直延伸着升学做准备的教育 目 标 ， 送就使得我国島中课程内容的

陈 旧落后 ，

一直被知识技能取 向 的课程 目 标 Ｗ及为考试而教的教育价值观所决

定 。

课程 目 标决定课程的价值取 向 。 高中特色课程从政策层面上分析 ， 主要还是

响应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 力求把高中办

出特色 。 但在具体的课程设计上还要依照
一

定的育人 目 标 ， 因为有什么样的育人

目标就可能有相对应的课程内容 。传统的高中课程 目 标无非就是为狂会、 为知识 ，

落实到现实中就是就业和升学 。 这种忽视高中学生个体生命性的教育 目标已经被

当下很多 国家高中课程方案所质疑 。 随着时代 向前发展 ， 社会经济改革的不断深

化 ， 学生 、 家长 、 社会对教育的诉求是空前的 ， 学生尤其是高中学生对未来发展

充满着憧憬和期待 。 本研究从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问卷调查回收的情况来看 ，

对高中开设特色课程的态度 ， ７９ ．６％教师和 ７ １ ％的学生认为有必要 ， 证明在当下

高中课程改革重视选择性和多样性课程同时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能为广大师生所

理解接受 。 ４８％的教师认为高中特色课程有利于学生个性化发展 ， ７ １ ％的学生认为

开发高中特色课程有助于学生全方位 、 多角度的发展 。 当今社会的工作划分已不

再局限在
＂

三百六十行
＂

， 送样越来越多元的社会所需要的建设者要具备怎样的

素养 ？ 学生所接受的高中教育能够获得哪些素养的提升 ？ 学校课程作为学习生

活的主要载体之
一

， 又能为学生提供怎样的学习途径 ？

杜威在 《 民主与教育 》
一

书中指出 ： 当社会中 的每
一

个人都能够按照他的 自

然禀赋做有益于别人的事情时 （或对他所属的整体做出贡献时 ） ， 杜会就能够稳

固組织起来 ； 教育的任务就在于发现
一

个人的禀赋 ， 循序渐进地对之加 Ｗ训练 ，

使之服务于社会……如果社会是 民主的 ， 社会的组织就是建立在个人特殊的和多

样的品质的基础之上……教育的 目 标必须 Ｗ受教育者本身 的行为和需求 （包括先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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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的本能与后天养成的习惯 ） 为依据 。

？
《世界全民教育宣言 》 也向全世界宣称 ：

基础教育的根本 目 的在于满足儿童基本的学习 需要 ， 要求我们尊重学生的经验 ，

把学生从大人世界的控制下彻底解放出来 ， 全面关注学生的发展和个性培养 。 因

而 ， 高中教育从育人的角度 ， 必须克服Ｗ往那种为升学和就业狭酷的观点 ， 从教

育的根本 目 标上顺应时代的要求 ， 努力把高中生培养成个性突出 、 多元 、 全面发

展的社会需要人才 。

（二 ） 特色课程是实现个性发展育人 目标的手段

被誉为
＂

推动美国教育改革的首席科学家
＂

霍华德 ． 加德纳 曾把人类的智能

最初定为音乐智能 、 身体－动觉智能 、 度辑－数学智能 、 语言智能 、 空间智能 、 人

际智能 、 自我认知智能毛种智能 。 尽管后期在原有智能形式上有所增加 ， 但这
一

理论所闻述饰孩也意文就是使人们都认识到每个人的智能结构都是独
一

无二的 。

延伸至教育中 ， 这种多元智能理论对传统的统
一

制式的学校育人方案提化挑战 ，

它更多地要从人的独特性角度去培养人 、 发展人 ， 更多地在因材施教的基础上制

定培养方案 。 国际 ２ １ 世纪教育委员会给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报告 《教育——财

富蕴藏其中 》 也强调 ：

＂

扩大了 的教育概念应该使每一个人都能发现、 发挥和加

强 自 己的创造潜力 ， 也应有助于挖掘出隐藏在每
一个人身上的智慧财富 。

＂ ？
所有

这些观点都明确表现出面向知识经济时代 ， 我们的人才观要实现学生多壳化的全

面发展 ， 充分开发学生的各种潜能 ， 创造多样化的发展机会 ， 真正做到因材施教 ，

人人得到积极的 、 最大限度的发展 。 因而 ， 从学生的个性差异角度考ｋ ， 学校提

供符合个人需要的多样化特色课程 ， 能够满足学生个性发展的需要 ， 充分体现人

性化的育人 目标 。 当然 ， 除此之外 ， 也是在遵循国家新课程面向全国统
一规范的

前提下 ， 弥补高中各学校在多元化需求和办学的灵活性等方面的不足 。 这充分体

现了

＂

学生本位的价值取 向
＂
——为每

一

个学生提供有助于个性解放和个性成长

的经历和经验 。

而要实现学生个性化发展的 目 标 ， 高中特色课程是比较适合的手段 。 高中

特色课程在
＂

特色
＂

上做文章 ， 顺应了不同学生个性化发展 。 从学生 自 身角度 ，

他们可Ｗ根据 自 己所擅长的不同 的智能 ， 选择不同特色课程的 内容 ， 发展 自 己的

？
 ［美 】 约输 ． 杜威 《民主与教育 》 ［

Ｍ
］ 薛約译南京 ； 凤風 出化社 出化 ２ ０ １ ２

：９ ０
－

１ ０ ０

？

和学新 ： 促进学生主动发展 ： 课程 目 标的转型一我 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目 标解读 ［
Ｊ ］

学料教育 ． ２ ０ ０ ２（０ １）

４７





第云章 ＝ 高中特色课程核也要素


个性并成为社会需要的各种人才 。 比如韩 国弥邹忽外国语高中 ， 弥邹忽是仁川 的

古称 ， 是海洋和大陆 ， 过去和现实的交错点 ， 也是展开新世界 ， 创造新文化的基

地 。 因为该校是韩国一所外国语学校 ， 主要 Ｗ培养外国语人才为学校的育人 目标 ，

学校学生学习 的专业方向主要有四种 ， 即 （英语－

自 由专业 ） 科 、 （英语－法语 ）

科 、 （英语－汉语 ） 科和 （英语－

日语 ） 科 。 送四类相关专业方向除开辟共同 的相

关的普通科 目 、 专业课 （深化科 目 ） 外 ， 还在不同专业方向上根据各 自专业特点

开设具有特色课程的相关创意活动科 目 。 从 ２ ０ １ ３ 年弥邹忽外国语高中 （英语 ^

没语 ） 方向 的新生教程表中可见
一斑 ：

一年级二年级五年级
教科运营单 必须进

科 目上学 下学 上学 下学 上学 下学
领域位修单位

期期期期期期

自 主学
３ ０ ． ５０ ．５０ ． ５０ ．５０ ．５０ ． ５

习 活动

俱乐部
４ ． ８ ０ ．８０ ． ８０ ． ８０ ． ８０ ． ８０ ． ８

创患活动


２ ４

活动 志愿者
３ ０ ． ５０ ．５０ ． ５０ ．５０ ． ５０ ． ５

活动

事业导
１ ３ ．２２ ． ２２ ．２２ ． ２２ ． ２２ ．２２ ． ２

向活动

（ 资料来源于巧邹忽外 国语高 中 ２ ０ １ ３ 学年度新生教程表 ）

除了外国语教育专业化的相关特色课程 ， 如英语学术节 （包括模拟联合国大

会 、 仁川地区特色高中学术节 、 参加国 际青年学术大赛 ） 、 开展外国语文化大会 、

发行外国语报纸等 ， 各项创意活动也有相关的特色课程体现 ：

自主学习活动主要通过 Ｍ細 小论文学术大会一一选择多样化的主题 自 主研

究 ， 按小组制定 ｍｅｎｔ？ 本校教师 、 教授 、 大学讲演者 、 其他学校教科书等 ， 并

研究论文编辑发刊 。 还可 开展 船Ｈ 研讨会 ， 根据学期任务制定相关课程事件 ，

相关主题的演讲会实施邀请知名人±演讲 ， 学社活动工作成果展示 。 同时 ＭＣＨ

Ｍａｓ ｔ ｅｒ
＇

ｓＣｏｍｐ ｔ ｉ ｔ ｉ ｏｎ 来举行专口化 、 特色化的竞赛 。

俱乐部活动该校有韦十Ｈ个学社 ， 其中学术学社 ４０ 个 ， 非学术学社 ３ ３ 个 。

４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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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组织学生体育俱乐部 １ ２ 个项 目 ２０ 个学生体育俱乐部 ， 包括篮球 、 羽毛球 、

兵巧球 、 福乐球 、 足球 、 跳舞 、 游泳 、 骑 自行车 。 送些俱乐部成为学校运动小组 ，

每年都会开展地区体育运动设施灵活使用 的活动 。

志愿者活动每周星期六都会在南洞区文化艺术会馆举办话剧教育公演 ， 还参

加地区行使同声传译志愿活动 （苏来浦 口庆典 、 面条路庆典 ）

事业导 向活动主要是通过国际理解活动 ， 帮助学生理解不同文化 ， 学习不同

语言 。 如与 国外髙中的交流 ， 该校与 日本 Ｋａｍｏ 高中 、 新西兰 ＡＣＧＳ ｅｎ ｉ ｏｒＨ ｉ曲

Ｓｃｈｏｏ ｌ 都有交流计划 ， 学生可 １＾在国外体验时访问
一些学校 ， 通过电话交流参

加教学Ｗ及
一

对
一

电子邮件交流 。 同时还通过举办国际文化理解 日来体验中 国区

域食品文化 、 日本传统游戏Ｗ及美国的开拓精神 。通过这些活动体验的特色课程 ，

学生加深了语言学习 的兴趣Ｗ及对不同文化的理解 。

Ｗ上弥邹忽外国语高中这些相关的特色课程都是从学生个性化 、 多样化培养

的角度 ， 让学生能选择性的选择适合 自 己的特色课程来实现个性化发展 目 标 。 通

过送些特色课程的学习 ， 学生既了解了相关外语国家的文化和生活 ， 也加强了和

国外高中学生的交流 。 同时 ， 志愿者活动锻炼了学生的实践能力 、 俱乐部活动锻

炼了学生的身也和意志 、 自主性学习活动提高了学生外语学习水平和兴趣。 送些

系列化的特色课程为弥部忽外国语高中学生个性化的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学习平

台 。

二、 学生是商中特色课程的重要资源

要实现高中特色课程有利于学生个性发展 ， 必须 Ｗ学生发展作为课程开发的

基础 ， 从送一角度来思考高中特色课程 ， 要充分考虑学生的 因素 。 课程要体现灵

活性和多样性 ， 丰富学生学习经历 ， 所有的特色课程都应立足于学生的个性和整

体性 ， 立足于每
一个学生的健全发展 ， 指向学校培养 目标 ， 即学会做人 、 学会学

习 、 学会创新 ， 为 Ｗ后的可持续发展打下扎实的基础 。 为此可 Ｗ从Ｗ下几个方面

来考虑 ：

（

一

） 学生的生活即为课程

教育家派纳指出 ， 课程不再是静止的
＂

跑道
＂

， 课程是成为对个体生活经验

的改造和建构 ， 成为 自我的
＂

履历情境
＂

， 更多的是指
＂

在跑道上奔跑
＂

的历程 。

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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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大教育家约翰 ． 杜威也 曾说过 ： 生活即发展 ， 而发展与成长即是生活 。
……

学校教育的 目 的是确保教育延续 ， 方法则是整理能促进成长的种种才能 。 使受教

育者愿意从生活中学习 ， 愿意把生活环境安排成能让人人在生活过程中学习 ， 就

是学校教育的最佳成果
？

。 唯有尽量利用眼前的生活 ， 才能为学生 日 后职务做有

意义的准备 。 愈是只有单一面向 的生活 ， 就愈不像
一

个完整的人 ， 也愈像
一

个怪

物 。 由此杜威倡导
＂

从经验中学习
＂

， 这里的经验确切来说就是学生在现实中 的

生活体验 。 体验性的课程是实践性 、 探索性的 ， 它关注的不仅仅是知识的传授和

智能的开发 ， 更多关注的是阅历的积累和未知的求索 。 所 将班级生活 、 学校活

动 、 传统文化 、 乡±文化 、 研究性学习等学生生活納入到课程开发的视野 ， 成为

课程开发的重要资源 。 课程超越对知识抽象性 、 普遍性和客观性的偏好 ， 更关注

课程中个人的生活经验 、 存在经验 ｜＾及个体的人生旅程已成为非制度文本课程开

发
一

个趋向 。

？
如韩国大 田广域市大 田东新科学高中在其

＂

通过充实化体验活动 ：

人性的培养
＂

这一教育 目标实施过程中 ， 有一部分课程方案就是
＂

实行分享和关

怀的社会活动
＂

， 这一部分课程计划如下 ：

① 地区社会净化活动

② 学生 、 父母奉事 团组织运营

③ 学生服务社团

④ 一教一相关联系奉事活动

⑤ 通过义卖 帮助 不幸的人

⑧ 年末岁 除帮助不幸邻里 ， 捐款

寺 Ｋ ＇舌动
． ⑦ 一起学 习 的学校 （ 和残疾人一起 ）

⑨ 积板参与献血活动

⑨ 服务活动和报告书 完成指导

⑩ 服务奖授奖

□ 退校服

０

 ［美 ］威廉 ． Ｆ ． 派纳 ， 惊时见 、 潘康明译． 课程 ： 走向新的 身份 ［
Ｍ ］ ．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８ ；１ ２ ０

＆
 ［美 ］ 约翰 ． 杜威 ， 薛詢夺 民主与教育 ［

Ｍ
］ 南京 ： 译林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２
：４ ５

－

４ ７

①
杨小微． 课程 ： 学生个体精神生命成长的 资源 ［ Ｊ ］ ． 华 中 师范大学学报 ，

２ ０ ０ ０ ６（０ ３）

５ 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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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资料来源于 ２ ０ １ ４ 年大田 东新 高 中 学枚教育计划 ３ ０ ）

由上表我们可 ＾＾
Ｊｌ看出 ， 该校在实现学生 自我的人性培养这样教育 目标过程

中 ， 主要是通过相关的社会活动课程来完成的 ， 而这些课程本身就是该校就这一

教育 目 标所设计的有特色的高中活动课程 ， 逸些特色活动课程本身就来源于学生

的 日 常真实生活 ， 学生也乐于参加这样的课程活动 ， 教育意义 自然体现在这些方

面 ， 它所关注的学生 日常细小的社会生活 。

国 内 的 Ｍ 市外国语学校有些特色课程也是抓住 了学生的 日常生活来构建课

程的 内容 。 该校Ｗ每周的升旗仪式为例 ， 为 了让更多 的学生体会这个过程 ， 学校

将每周 的升旗仪式开设为校本化特色课程 。 让每个班级轮流负责每周 的升旗仪

式 。 同时离Ｈ学生毕业典礼上 ， 成人宣誓带给每个学生的是一分责任与承诺 。 学

校开发这样的特色课程在
一个与众不同的 日子里 ， 在

一

段刻骨铭也的记忆中 ， 让

学生们成长历程中经历
一

次文化旅程 。 这种来源与学生 日常学校生活的特色课程

既陶冶了离中学生的情操 ， 同时也让学生在这样的课程经验感受中慢慢长大 ， 增

添了一份成人的责任和担当 ， 教育的意义不言 自 明 。

（二 ） 学生的兴趣即为课程 。

也理学中有关兴趣的定义有很多种 ， 但大都可Ｗ形成如下共识 ， 即兴趣是是

对某种对象 （事物与活动 ） 的也理倾向 ， 它具有内在趋向性和选择性 ， 同时它总

是伴随着一定的情绪 。 德国著名的教育家赫尔 ｅ特也提出 了
＂

多方面兴趣
＂

的概

念 。

？
认为教育教学的首要和必要条件 ， 就是要激发学习者对学习具有的强烈 、

全面均匀地多方面兴趣 。 这一理念虽然古老 ， 但并未过时 ， 因为学习者的多方面

兴趣可 Ｗ为其寻求多方面的广博知识奠定基础 ， 也可Ｗ促进各种能力的和谐发

展 ， 同时多方面的兴趣协调统一也就是知情的交融结合 ， 并且有助于学习者审慎

的思考 。 有助于学生在多样兴趣体验基础上逐步聚焦 ， 促进个性化知识的构成 ，

形成创新素养培育的重要领域 。

＠
由此看来 ， 学生的兴趣在课程建设过程中还是

具有重要的意义的 。 学生的兴趣
一般来说是丰富多样且外显的 ， 包括对学习 的兴

趣 、 生活的兴趣 、 他人的兴趣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就是要激发学生对某个领域的

兴趣爱好 ， 指 向学生 已有生活的经验和个性化生活的追求 。 如韩国大 田广域市大

田科学英才学校是一所Ｗ培养科学人才的特殊 目 的的髙中 ， 为 了使学生找到合适

？
燕 国林 非智 力 因素与 学 习 ［

Ｍ
］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６ ：９ ０

，

？
唐盛 葛 ． 高 中 改革方向一促进窩 中 生志 、 趣 、 能 匹配 ［

Ｎ
］ 中 国教育报 ，

２ ０ １ ２
－

６
－

１（０ ０ ６）

５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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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 己和感兴趣的前途决定能力 Ｗ及科学研究能力 ， 大 田科学高中开设了
＂

科学关

联校园活动
＂

的轉色课程 。 诸如 ： 前途体验 日子的运营 （前途体验的 日子每年 ２

次 ， 分别在 ５ 月和 ９ 月 的星期六 ， 送期间邀请学生向往的多领域的科学家演讲 ，

展开个学科前途关联活动 ） 、 分享科学的露营活动 （

一般每年的 ７ 月 ） 、 实施科学

家和学生们的免费科学音乐会 、 Ｗ及召开 化ｅｎ 学术节 （大学 、 邻近研究院 、 学

生家长参与 ） 和科学展览会 、 科学探究体验学习等活动 。 所有这些根据学生兴趣

开展的高中特色活动课程
一

方面体现了学校科学高中 的办学特点 ， 更为重要的

是 ， 这些课程满足了学生们的兴趣要求 ， 调动了学生对科学研究的积极性 ， 对科

学英才的培养 目标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 。

（Ｈ ） 学生的个性需求即为课程

人是个性和社会性的对立统一体 。 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个性 ， 正如
＂

世界上

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
＂
一

样 ， 世界上也没有个性完全相 同的人 。 个性使人各

具特色 ， 是世界上最美的花朵 。 进入高中后 ， 学生的价值观初步形成 ， 很快就要

结束中学时代生活并面临择业或求学进行专业选择问题。 选择职业 ， 确定未来的

生活道路 ， 是窩中 时期生活中
一

个重要任务 。 高中生在毕业前至少要在两种社会

定 向上做出选择 ， 即继续上学 ， 接受高等教育 ， 还是参加工作 ， 直接就业 。 而且

不论是选取上述哪一条道路 ， 都需要在所学专业或职业种类上做出具体的挑选 。

大部分的高中生在这
一选择过程中体现出 了 自 主性 ， 他们能对 自 己的兴趣 、 能力 、

适应性等方面做出估价 ， 希望能按照 自 己的意愿做出 自 己的选择 。 因而 ， 大多数

特色课程的育人价值主要体现在为学生提供课程选择 、 丰富学生个性经历 、 激发

学生兴趣与特长方面 。

韩国
＂

第 ７ 次教育课程改革
＂

旗峽鲜明地提出 ：

＂

考虑学生的能力 、 个性 、

发展前途 ， 使教育 内容和方法多样化 ， 确立可 使学生根据 自 身 的个性和素质选

择教学科 目 、 能 自 动地 自律地学习 的 Ｗ学习者为 中也的课程体系
＂

， 为此要
＂

建

立国 民共同基本课程和选修中也课程体系
＂

。 其高中主要课程如下表 ：

科 目 领域科 目 群具体科 目

＞ ，
＿会话和作文 １

， 会话和作文 ２ ， 读书和语法 １
， 读 书和语法 ２

，

基础国语
文学 １

， 文学 ２


数学的应 用 ， 数学 １
， 微积分和基础统计 ， 数学 ２

，
几何与 向



Ｉｆｃ＃

５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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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量

英语 １ ， 芙语 ２
， 实用 英语会话 ， 英语闲读与作文 ， 英语阅读

４＾ １ ■若



与作文深化


韩 国地理 ， 世界地理 ， 东亚史 ， 世界史 ， 法律与政治 ， 经济 ，

社会 （ 历 史 ／道德 ） 社会与文化 ， 韩国 史

探究


道德 ： 生活和伦理 ， 化理和思想


物理 １ ， 物理 ２
， 化学 １ ， 化学 ２

， 生命科学 １ ， 生命科学 ２
，



科字地球科学 １ ， 地球科学 ２



体育运动和健康生活 ， 体育文化 ， 体育科学

体育 、 艺术
＊ 去 左 左 去

．

、

音 乐 ： 音乐 实践 ， 音乐和社会 ， 音乐 的理解



乙木 骨 开＇ ／美木 ）

美术 ： 美术和生活 ， 美术鉴赏 ， 美术创作


技术 、 家妃 农业生命科学 ，
工学技术 ， 家庭科学 ， 创业和经

营 ， 海洋科学 ， 信息

二外 ： 德语 １ 德语 ２ ， 法语 １ ， 法语 ２
， 西班牙语 １

， 西班牙语

技术 、 家政／第二 ２ ， 中 国语 １
， 中 国语 ２ ， 日 本语 １ ， 日 本语 ２ ， 俄语 １ ， 俄语 ２ ，

生活 、 教养 外 国语 ／古汉语 ／何拉伯语 １
， 阿控伯语 ２

教养古汉语 ： 古汉语 １
， 古汉语 ２

教养 ： 生活和哲学 ， 生活和逻辑 ， 生活和 理 ， 生活和教育 ，

生活和宗教 ， 生活经济 ， 安全和健康 ， 进路和职业 ， 保健 ，

＇

抹



Ｉ

境和绿色成长


（ 材科来源于崔允鄭 、 玛生尧主编 《谁赢得高 中谁就赢得人才 》 上海 ： 华 东师范大学 出飯江

２ ０ １ ３
，
１ ６ ０ ） ：

’

通过表中 内容我们可Ｗ知晓 ， 韩国正是通过这种多样化的选择性商中特色课

程来实现不同学社的个性需求 ， 真正让学生在学校里能学到 自 己想要学的 。 不仅
．

如此 ， 韩国 的高中还开设了创意性体验活动课程 ， 主要是为了促进学生正规课程

Ｗ外的体验活动 ， 具体内容分为 自律活动和共同体活动 、 服务活动和进路活动 。

各个领域的具体的活动 内容根据学生 、班级 、年级及社区的特性学校可 Ｗ选择性 、

融通性运行创意性活动课程 。 比如韩 国大田市黄蔵人高中就
＂

自我实践 自主学习
＂

这一创意性 内容 ， 就个性化的増设了整理笔记本学习家活动 、 图书馆及电脑室开

放 、 大学生指导 、 同好会运行 、 情报探索 、 在线学习 、 低收入群体网络通巧费支

援等相关活动课程。 并且在
＂

多种多样符合学生的学习运营课
＂

调查中取得学生 、

家长及教师的
一直好评。 见下图

非常一致 一致 基本一致 欠体不一致 完全不一致

对象

５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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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 ３ ２ １ ５ ５５ ９ ３ １ ６ ５ ７ ６

家长 ８ ４ ２ ３ ０５ ０ ５ １ ３ ６ ７ ２

教师 １ ０ ３ ３１ ９ ４ ０

６。。


ｐ｜

——

己
００
 ——

４ ００
 



□学生
３ ＤＤ ■ 家长

２ ００
 －

Ｊ
—

 Ｉ
口巧师

…

：
ＯＤｔｌｂ ｙｉｍ：

非巧
一致 基本一致 完全不

一致

（ 资料来源 于韩 国 大 田 市黄歲人高 中 ２ ０ １ ４ 年 《学枚教育计划 》 ３ ５ ）

根据调查数据 的 图表分析我们可 Ｗ看到 ， 韩 国大 田市黄蔵人富中根据学生个

性开设的相关创意性
＂

自 我实践 自 主学习
＂

特色活动课程是得到 了学生 、 家长和

教师的
一

致认可 。 由此看来 ， 让高中特色课程适应学生个性发展的特色课程开发

的
一

个重要的 目 标和方 向 。

诚如江苏盐城市亭湖高级中学校长殷广平所言 ； 忽略学生个性发展的教育 ，

学校就将会变为
一

片荒宪的盐碱地 。 学校的教育要努力搭建文化平台 ， 使每个人

都可 Ｗ找到适合 自 己的角色 ， 并在 自足之余学会欣赏别人 。

？

王 、 统整性 、 融合化的课程结构

任何课程都要有一定 的课程组织结构 ， 凭借课程结构 ， 课程中过的各种要素

得 Ｗ紧密联系 ， 同时 ， 课程的 目 的也得 Ｗ实现 。 课程结构是指课程 内容的不 同关

系 ， 可分为
＂

逻辑结构
＂

和
＂

必理结构
＂

两种 ， 前者指课程 内容的不 同特质及它

们彼此的关系 ； 后者是指课程 内容应学习者的 因素而构成的关系 。 组织结构是课

程最重要而宏大的组织脉络 ， 它决定 了课程的核必组织和编排 ， 并和课程的 目 柄

取 向有紧密的关系 。

国 内 的学者张华就课程的逻辑结构认为要把学生的经验和生活整体地联系 ，

认为科 目 之间纵然分巧对立 ， 但不能抹杀科 目 之间 内在联系 ， 在某种意义上 ， 各

种知识也有
一

定的联系和
一

体性 。 就课程必理结构他认为人的身也是有发展的序

？
赵小雅 ． 让每个学生找到适宜 的 巧 色

一一江苏省 盐城市 亭湖 高 中 办学记 阳 ］
． 中 国教育报 ，

２ ０ １ ５
－

１
－

２ ７（０ ０ ２ ）

５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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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的 ， 因此要重视学术经验的进展性 、 阶段性 、 序列性和层次性 。

（
一

） 商中特色课程
＂

奠延
＂

现象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问题中不容回避的会遇到课程结构的 问题 。 就学校开发的

高中校本特色课程 ， 由于这类课程有较大创新余地且形式多样 ， 可能会出现
＂

课

程蔓延
＂

的状况 。

２００３ 年 ， 教育部颁布 了 《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方案 （实验 ） 》 ， 正式启动髙中

课程改革 。 新的高中课程结构上学习领域 、 科 目 和模块是Ｈ个部分组成 ， 力 图构

建基础性和灵活性的课程结构 。 本次髙中课程改革课程结构最突出 的特点就是选

择性 ， 选修课虽只需 ２８ 个学分 ， 但设计的选修课模块非常多 ， 仅选修课 Ｉ 系列

就有 １ ００ 多个 ， 再加上选修 Ｉ Ｉ 系列的模块 ， 其总数大大超过必修模块的总数 。

很多髙中学校为 了体现特色化办学的需要 ， 在选修课上下足了功夫 ， 力 图通过选

修课程的校本化来体现高中课程的特色化 ， Ｗ至于高中课程科 目数量和序列上出

现
＂

蔓延
＂

的现象 。

同时 ， 派纳提出课程不再是
＂

跑道
＂

， 而是
＂

跑的过程和经验
＂

，

＂
一

种 内 ．

也的旅行
＂

１２ＪＩ来 ，

？
后现代课程观打破了现代性课程静止的观念 ， 建立了一种过

程的 、 流变的课程观 。 诚然 ， 这种课程观念有其积极的意义 ， 但在实际运用过程

中也造成
一些难 克服的困境 ， 如 ， 因规避

＂

课程即跑道
＂

这种现代巧课程确定

性的观念 ， 课程组织刻意追求不确定性 、 丰富性 ， 导致课程的容量急剧扩展 ， 甚
ｉ

至出现课程蔓延的现象 。

＂

蔓延
＂

在 《现代汉语词典 》 中的解释是
＂

连绵不断
＂

。

？
本研究认为 ， 对

＂

课

程蔓延
＂

可 Ｗ从两个方面来着眼 ，

一

是课程数量扩展 ， 裹括各个领域 ；
二是课程

结构不再寻求Ｗ往的系统性 ， 课程 目标指向性不明确 。 ２０ １ ２ 年 ， 在广西师范大

学召开的第Ｈ届 中欧基础教育课程论坛上 ， 北京市第 四 中学的校长刘长铭就这一

现象作了 《防止课程建没的误区 》 的主题发言 ，

？
就社会各界 （社会名人 、 专家 、

行政官员 、 人大代表及政协委员等 ） 呼吁增加中小学课程 内容作 了较为详细的介

绍 ， 刘长铭校长的报告让与会代表确实地感受到课程盲 目 扩展正在走 向
一个

＂

蔓

①
汪霞 ． 课程研究 ： 现代与后现代 ［

Ｍ ］ ． 上海 ： 上海科技教育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３ ：６ ２ 、 １ ５ ０ 、 ２ ６ ２

？

中 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 现代汉语词典 ［Ｍ ］ ． 北京 ： 商务印书馆 ，
２ ０ ０ ８ ： ９ １ ６

。
该 内容来源于 ２ ０ １ ２ 年第互届 中欧基础教育论坛刘长铭枚长报告 ： 防止课程建设的误 区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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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
＂

的误区 。

１ ． 课程蔓延之原因

课程内容的丰富多样本身不是坏事 ， 但如果
一

味地为 了丰富而丰富 ， 势必

造成课程的蔓延 ， 而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可能主要有 Ｗ下几个方面 。

１ ） 把课程的丰富性等同于课程的不确定性 ， 取代了课程 内容的选择性

后现代课程观的代表人物多尔在他的 《后现代课程观 》 中 明确提出后现代课

程应该具有丰富性的特征 ， 即
＂

课程应具有适量的不确定性 、 异常性 、 无效性 、

模糊性 、 不平衡性 、 耗散性与生动的经验
＂

。

？
在这里 ， 丰富性是有其 内涵的设定

的 。

一是丰富性被加上了

＂

适量
＂

的限定 ， 也就是说 ， 丰富不是没有边缘限制的 ，

不是什么 内容都可 Ｗ挤占课程 内容的空间 ；
二是这里的丰富不是仅指课程内容的

数量 ， 可能还可Ｗ指课程的多层论释 、 意义和 问题群 。 而不确定性是课程张力的

一

种表现 ， 通常指的是如何达到既使课程能激发创造性同时又不会失去形式或形

态上的
＂

适量
＂

的无法事先确定 。 由此看来 ， 课程的不确定性显然不能和课程的

丰富性划等号 。

虽然全球的文化形式多种多样 ， 教育和课程也屡有变化 ， 但它们仍然是Ｗ某

种同位结构的确定性方式实现 。 世界各国在教学科 目 的设置和课时分配上渐趋一

致 ， 课程的 内容及组织形式呈相对稳定之势 。 学校课程是提供历史上积累起来的

知识和概念的途径 ， 后现代课程观强调课程的丰富性 ， 并不是要替代现代教育知

识组织和知识基础 ， 而是认为知识内容应该得到发展 ， 强调知识联系的新的形式 。

但在课程实施的现实中 ， 有些人往往把课程数量上的不确定等同于课程的丰富

性 ， 很多教育部 口盲 目 而简单地增加课程 内容 ， Ｗ至于诸如廉政 、 新能源 、 地方

戏 、 中医 、 循环经济等都进入课程领域 ， 而且这样的扩展有増无减 ， 课程蔓延的

态势越演越烈 。 殊不知 ， 这种仅凭教育部口在课程数量增加上体现的丰富性 ， 本

身就是对后现代课程观的误解 。 课程的不确定性并不表示课程内容的无选择性 。

２ ） 把课程的开放性等同于课程的无序性 ， 取代课程的系统性 、 条理性

后现代课程观认为 ， 封闭系统作为现代主义范式的发展 ， 它
＂

只交换能量

但不交换物质
＂

，

？
这样只能形成传递和转移 ， 而开放系统则要求转变 。 开放性的

课程打破了传统课程的系统性 、 条理性 ， 代之为复杂的 、 整体性的课程体系 。 这

①
小威廉姆 Ｅ ． 多 尔 ． 后现代课程观 ［

Ｍ ］ ． 王红宇 ， 译．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０ ：２ ５ ０

。
小威廉姆 Ｅ ． 多 尔 ． 后现代课程观 ［

Ｍ ］ ． 王红宇 ，夺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０ ０ ：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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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的开放性 ， 本研究Ｗ为可 Ｗ理解为对两方面开放 ，

一

是对课程内容的开放 ， 不

再是现代主义所认为 的部分的核必课程 ， 取而代之的是
＂

舞蹈型
＂

课程 ， 是
一

种

交互作用 的结果 。 二是对学习者开放 ， 学习者不再是被动的接受者 ， 更是 自 组织

的
一

种 内在的变化 。 这种开放性课程和传统课程的系统性是相背离的 ， 原因是现

代性观念下的课程传统理念是线性的 、 還辑的课程结构 ， 课程 内容往往有相对的

起点和终点 ， 而开放的课程 内容体系相对稳定性将被打破 ， 课程的系统性 、 条理

性受到质疑 。 同时 ， 内容的开放也必将导致学习者的年龄、 也理特征不再是课程

内容考虑的主要因素 ， 当前有些模块化选修课程已 出现课程 内容条块分割 、 缺少

联系的状况 。 但没有知识的系统性 、 脱离实际 ， Ｗ及缺乏一定价值观念的课程是

不可想象的 ，

＂

未来课程必须是一种系统 ， 尽管是
一

种新型开放系统
＂

。

？
课程模

块化需要克服 目 前制度下的分离 、 片段化 、 刻板 Ｗ及低期望状况 。 同时 ， 也需要

制定
一

种面向所有 １ ４ 岁 Ｗ上学生的范围较广的核也课程 。 这可能成为克服 １ ６

岁 Ｗ上学生的课程不连续性 Ｗ及 目前对 １ ６ 岁 Ｗ上学生缺乏核也要求的 问题的一

种框架基础 。

课程的开放性并不是要取代传统课程中相对稳定的课程组织结构 ， 创造出什

么新的知识点 ， 更重要的是建立知识之间的联系性 。 其原因是学校不可能在有限

的时间 、 空间里把所有课程资源都作为选择的对象 ， 课程的 内容必然是有类則 、

年龄段的选择 。 同时 ， 知识的构建是建立在相应的基础之上的 ， 无论是 自然科学

还是社会科学 ， 都有相对比较稳定的知识体系 ， 那种 Ｗ课程的开放性来取代巧程

内容的系统性 、 条理性的做法 ， 必然导致课程的盲 目 蔓延 ， 造成课程的大而化之 ，

缺少深度 ， 无益于学生的学习 。 因而 ， 系统的 、 条理性的课程 内容组织是有其历

史性和合理性的 。

２ ． 课程蔓延值得商権之处

从理论的角度来分析 ， 课程蔓延有Ｗ下几方面值得商植之处 。

首先 ， 从知识分类的角度来看 ， 有选择的分科型课程貌似有惇于后现代的丰

富性 ， 但却有其合理性 。 自 １ ７ 世纪中期 Ｗ来 ， Ｗ分科型知识系统为主编制成的

学校课程 ， 沿用至今 已有Ｈ百余年的历史 。 分科型知识系统在学校课程中古据着

①

麦克 ？ 扬 （ Ｍ ｉ ｃｈａ ｅ ｌＹｏｕｎｇ ） ． 未来课程 ［
Ｍ

］ ． 谢维和 ，

王晓 阳 ， 译．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 化

社 ： ２ ０ ０ ３ ：１ ０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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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导地位 。 诚然 ， 分科型知识系统的学校课程受近代科学主义的影响 ， 忽视知识

本身的统
一

性 、 学科之间 的密切关联性 ， 有
一

定的局限性 。 但分科型的学校课程

． 也有 自 身的优势 ， 原因在于影响学校课程的因素有多种 ， 学科 、 社会 、 学习者都

可Ｗ成为相关课程的决定因素 ， 但如果面面俱到 ， 学校在有限的时空 内完全实现

这些不同 的课程 目标显然是不可能的 ， 所Ｗ ， 分科型课程本身确有其合理性 。 同

时 ， 学校科 目可Ｗ是知识体系 、 知识 自 身及其概念需要学习 。 像学术学科
一

样 ，

学校科 目 有两种主要优点 ： 它们既是知识体系 ， 又是探究的方法 。

因此 ， 课程蔓延如果仅从丰富性这个角度而否定分科型课程的选择性 、 系统

性 ， 进而走全然的不确定性 ， 这样的课程看似博大 ， 其实不利于学校的教育 目标

实现 。 而且 ， 每个学科 自 身也不是杂乱无序的 ， 知识的构建是建立在相应基础之

上的 ， 无论是 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 ， 都有相对比较稳定的知识体系 ， 没有相关

的知识的积累 ， 冒然地想达到知识的创新是不太可能的 。

其次 ， 从也理学的角度来研究 ， 也理学有关课程 内容的选择性和课程编排的

条理性是对课程的基本要求 。 也理学历来对学校课程具有重大影响 ， 也理学史是

探讨学习活动 、 学习 内容和学习方法的基础 ， 因而被作为各种课程挟择的依据 。

总的来说 ，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和组织方面 ， 也理学通常被认为是最有用的 。

一

方面 ， 课程编制者在选择课程内容时 ， 不仅要系统地考虑知识的难易程度 ，

而且应该思考这些知识对学生思考能力所提出 的挑战的程度 。

＂
一

位优 良的课程

专家不但要能决定教材的难易程度 ， 同时也要能分析思考历程的高低层次 。

＂ ＆
维

果斯基的
＂

最近发展区
＂

Ｗ及奥苏贝尔的
＂

有意义学习
＂

都可 Ｗ为此提供很好的

佐证 。 最近发展区 （ＺＰＤ ） 概念告诉我们 ， 在选择课程 内容时 ， 要介于儿童可见的

现实能力和并非显而易见的潜在能力之间 ， 迄样便于发挥教学对学生发展的主导

作用 。 有意义学习是通过新信息与学生认知结构中 已有的有关观念的相互作用才

得Ｗ发生的 ， 它要求在选择课程 内容时 ， 要考虑学生 自 身 的知识储备 。 选择同时

必然是有序的 ， 因为选择的最终 目 的是为 了重组 ， 建立系统化的知识体系 。

另
一方面 ， 除了课程 内容选择要考虑也理学的因素 外 ， 合理地安排选择的

内容也要考虑也理学的因素 。 皮亚杰认为 ， 思维或智慧的发展史是整个屯理发展

的核屯、

， 其发展阶段最主要的特点是 ： 阶段 出现的先后顺序固定不变 ， 每
一

阶段

？

黄婉煙 ： 课程理论之基础 ［Ｍ ］ ． 台 湾文景 出化社 ，
１ ９ ９ １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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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有其独特的格式或认知结构 ， 即感知一动作 、 前运算 、 具体运算 、 形式运算 。

四个阶段由低到高逐步形成人的思维发展过程 。 送样看来 ， 在选择课程 内容的 同

时要考虑到学生的年龄段问题 ， 不是杂乱无序地丰富了课程的 内容就能满足学生

的发展 ， 而是要考虑到不 同年龄段的孩子对课程学习 的兴趣、 方式乃至基础 ， 只

有这样的课程才是适合学生的课程 ， 才能起到教育孩子的作用 。

怀特海说 ；

＂

我们的教育质量必须要适应学生智力发展节奏的相应阶段 。 课

程设置的 问题不仅仅是一系列科 目 ， 所有的科 目本质上都应该在智力发展的萌芽

阶段巧始 。 真正重要的顺序是教育过程中应该认定的性质的顺序 。

＂ ？
送应该是对

课程内容选择性和顺序性的最好的验证 。

３ ． 解决
＂

课程蔓延
＂

的对策

要解决好当下课程蔓延的现状 ， 应从 下几方面着手 。

１ ） 正确理解课程丰富性的 内涵 ， 避免课程 内容盲 目扩展

如前文所说 ， 后现代课程观有关课程的丰富性实际上有两个方面的意义 ，

一

是丰富性被加上了
＂

适量
＂

的限定 ， 丰富不是没有边缘限制的 ， 不是什么巧容都

可 心心挤占课程的空间 ；
二是这里的丰富不是仅仅指课程内容的数量 ， 可能还可Ｗ

指课程的多层论释 、 意义和 问题群 。 针对第一条 ， 我们应该把握 ， 所谓的丰富性

不完全指数量的漫无边际 ， 数量上的扩展虽然带来了课程相对的不确定性 ， 但踩

时也会产生负面的效应 。 因为学校的课程实施的空间毕竟有限 ， 在有限的时间 、

空间里想要囊括所有的课程 内容势必会造成学校课程 内容的无选择性 ， 而弦种无

选择性的结果也注定会形成教育 目标的虚无化 ， 因为无论什么样的课程內容 ， 只

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可能都会具有一定的教育意义 。 因而 ， 在理解后现代课程观

课程丰富性意义的 同时也要把握住课程 内容的可选择性 。 要避免课程蔓延导致课

程 内容碎片化的现象 ， 需要建立
一致性的课程大纲 、 计划等Ｗ促进学习连续性的

建立 。

从第二个角度来理解课程的丰富性 ， 可 ｛＾＾狭义地理解为课程实施中 多层论

释 、 意义和 问题群 ， 但必须注意课程的丰富性的理解要受到 内容的具体化、 时代

化Ｗ及学习者认识层度的限制 。 当下的课程教学过程中 ， 为 了寻求课程理解的丰

富性 ， 增加课程的动态性 ， 充分调动学生 自组织系统的 自我调节功能 ， 课程内容

①
巧特海 ． 教育的 目 的 ［Ｍ ］ ． 庄莲平 ，

王立 中 ， 译 ． 上海 ： 文汇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２ ：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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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成性似乎 已成为必然 。 甚至出现了为 了生成而生成 ， 把原本一个好端端的课

堂教学活动弄得混乱不堪 。 诚然 ， 这种不确定的课程实施过程有其合理的一面 ，

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现代教学的追求稳定性 、 少活力 的现象 ， 但不稳定性的张

力是否
一

定就带来课程的活力 ？ 生成性是否
一定就是课程实施的必然选择 ？ 这

些都值得思考 。 这种注重生成性的
＂

实践的课程
＂

否定课程的外在现实性 ， 过分

强调师生的主观 目 的与行为 ， 似乎他们实施的课程并不具有外部的现实性 ， 把课

程孤立地定位在师生的实践中 ， 必然会形成不能理解组织课程的独特方式Ｗ及它

是历史和现实的产物 ， 也会造成教师对他们权力 、 自主权的错觉 ， 认为他们是独

立于更广阔的情境之中 。 送种建构主义有关知识的观点在课程实施的微观层面上

只能导致相对主义和所有判断的任意性 。

因而 ， 只注重课程数量上的扩展 ， 会造成蜡暧点水式的课程学习 ， 学到的只

是一点皮毛 ， 形成毫不相干的知识的被动接受 ， 不能激起任何思想的火花 。 大而

全的课程 内容未必就
一

定能带来学生智慧的形成 ， 还可能增添学生的负担 ： 而少

而精的课程 内容却有利于学生对所学的知识进行 自 由的想象和组合 ， 进而通过这

些所学的知识去认识世界 ， 实现智力的终极 目标——智慧的形成 。

２ ） 扬弃现代课程的理念 ， 保留相关有意义的观念

现代的课程理念的确有一些相对落后的观念 ， 比如视课程为跑道 ， 忽视了课

程实践中人的主观能动性 ， 导致课程的固化 、 僵化 。 然而 ， 现代的课程理念也绝

非
一

无是处 ， 至少课程领域里还没有发现
一

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课程观 。 所Ｗ ，

尽管后现代课程研究是建立在对现代课程的反思和超越之上的 ， 它反省 、 批判现

代理性对课程建设造成的负面影响和结果 ， 提出 了
一些颇有建设性的课程理念 ，

但也不能否认后现代课程理念也有其 自 身不足 。

现代课程观中有关课程 内容组织的逻辑顺序和也理顺序有其存在的當理性 ，

尤其在当下课程蔓延的状态下 ， 送样的理念尤其需要保持 。 所谓遇辑顺序是指按

照学科本身的系统和 内在联系来组织课程 内容 。 学科体系是客观事物的发展和 内

在联系的反映 ， 通过学习科学的学科体系 ， 可Ｗ使学生了解 自 然界和人类社会的

发展过程 。 并且 ， 学科各部分之间有着 内在的逻辑关系 ， 某
一

部分内容总是Ｗ另

一

部分 内容为基础 ， 同时也必然成为其他部分内容的基础 ，

一

口学科本身就是一

个概念体系 。 逻辑顺序看似与后现代课程观的扰动性相背离 ， 但没有这样的
一

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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宽松的秩序 ， 它们只不过是一堆混杂的 、 毫无联系的扰动 ， 对谁都没有用 。

所谓也理顺序则是按照学生的也理发展特点来组织课程内容 。 课程内容是为

学生安排的 ， 如果不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 学生就难 Ｗ接受 ， 那么再科学的 内容

也是无效的 。 不同年龄段的孩子在认知上有不同的特点 ， 如果不考虑送些现实的

状况 ，

一

味地只是考虑増加课程的容量 ， 势必造成奠延的课程不符合相关年龄段

学生的现象 ， 看似内容丰富却难 Ｗ形成 良好的效果 ， 因为适合学生的课程才是最

好的课程 。 不符合学生的认知持点 ， 即便再丰富 、 再优秀的课程也不能达到理想

的效果 ， 甚至适得其反 ， 给学生带来负担 。

怀特海把智力发展过程分为Ｈ个阶段 ： 浪漫阶段 、 精确阶段Ｗ及综合运用阶

段 。 浪漫阶段是孩子对事实直接认知阶段 ， 知识不受系统程序的支配 。 进入精确

阶段 ， 怀特海认为不能仅仅停留在从浪漫阶段获取的事实 。 浪漫阶段的事实揭示

了可能具有广泛意义的种种概念 ， 而在精确阶段 ， 我们按照条藝化＾ ＿系绽化的方

式 ， 获得其他
一些事实 ， 从而对浪漫阶段的

一般事实作出揭示和分析 。 这恰好验

证了 由低年龄段至高年龄既 不同的孩子对课程内容安排的逻辑顺序巧也理顺序

的要求是不
一

样的 。

３ ） 辩证地看待
＂

非线性思维
＂

与
＂

自组织
＂

理论

后现代课程之所Ｗ对现代课程理念提出挑战 ， 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现代课程

理论信奉的
＂

非线性思维
＂

和
＂

自 组织
＂

理论 。

线性思维是人类常用的一种思维方式 ， 它的主要特点在于沿着
一

定煎线型或

类线型的轨迹寻求问题的解决方案 。 但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 ， 人们逐步认识到 ，

人类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复杂性 、 非线性的 ， 因而线性思维渐成落伍之势 ， 取而代

之的是非线性思维成为主流 。 非线性思维主要反对线性思维的两个方面 ，

一

是把

整体看作其部分之和 ；
二是单线条的因果還辑关系 。 运用到课程领域 自然就会形

成反对分科教学选择性的课程观念 ， 反对课程的所谓有序而主张课程的扰动 。

事实上 ， 课程的丰富性未必就要反对课程的选择性 ， 否则课程蔓延只会成为

必然 。 前文已述 ， 分科教学有其合理性
一面 ， 而且分科的 目 的也不是 ｛＾此来奠定

课程的整体 ， 更谈不上代表课程的全部 内容 。 分科教学顺应的是知识的系统化Ｗ

及内容的选择性 ， 更何况学校空间有限 ， 学生在校学习 时间有限 ， 不采取
一

定的

选挥性 ， 盲 目扩充课程内容 ， 未必能形成 良好的学习效果 ， 甚至 出现什么都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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却什么都不精的状况 。

同时 ， 选择和有序相辅相成 。 扰动的 目 的是促成课程 内容的跡商 ， 并不必然

导致课程编排上的无序 。 那种所谓的
＂

蝴蝶效应
＂
——

Ｗ
—

点变化带动全局的改

变 ， 在课程学习领域里似乎人文学科还有可能 ， 而理科学习几乎不可能 。 因为理

科学习 的知识内容往往是环环相扣 ， 没有前期的知识积累 ， 很难妄想有质的飞跃 。

所Ｗ ， 课程 内容的有序性不仅仅是学科内容逻辑顺序的必然 ， 也顺应了学生的学

习也理顺序 ， 满足了不同年龄段孩子的认知特点 。

另
一

方面 ， 自组织系统可Ｗ定义为无需外界特定指令而能 自行组织 、 自行创

生 、 自行演化 ， 能够 自主地从无序走向有序 ， 形成有结构的系统 。 按照此理论 ，

似乎课程蔓延有 自我协同的能为 ， 无需考虑它 内在的选择性及有序性 ， 其实不然 。

首先 ， 任何课程都会受到外界力量的影响 ， 无论是社会 、 学生还是学科内

容 ， 不受外界影响的课程现实中是不存在的 。 因而 ， 从送个角度来看 ， 课程不属

于完全的 自组织系统 ， 也必然会受到外界影响来选择 、 调整 。

其次 ，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 学生作为个体似乎有着 自 己的主观能动性 ， 能

自主地协调 自 己的学习行为 ， 符合 自组织系统理论 。 但仔细分析我们可 ｙＡ发现 ，

学生的在校学习 并不完全等同于 自 学 ， 如果真的如 自组织理论那样完全寄希望于

学生 自主调节、 自 我选择学习课程 内容 ， 那么 当下的学校和教师就会失去存在的

意义 。 诚然 ， 学生作为学习 的主体其能动性不容忽视 ， 但我们决不能Ｗ此来消解

学校和教师的引导作用 。 学校课程选择应倡导学生的 自我选择 ， 如今很多西方国

家开设的数 目众多的选修课程可 Ｗ说就是这方面的体现 ， 但在学生 自我选择的 同

时还需要学校和教师的必要的引导 ，

一

味地放任 自流形成不 了 良好的课程意义 。

西方尤其是美国在后义务教育模块化经验形成一定的标准 ， 就是如果课程多 由学

习者选择的话 ， 就会导致学习 的零碎化 ， 限制学生的智力发展 。

怀特海针对送一现象提出两条戒律 ：

＂
一

是不要同时教授太多科 目 ；
二是如

果要教 ， 就一定要教得透彻 。

＂ ？
送是对

＂

课程蔓延
＂

的
一

剂 良药 。

一

方面 ， 大而

全的课程 内容未必一定能带来学生智慧的形成 ， 可能反而会给学生增添负担 ； 而

少而精的课程 内容却可Ｗ让他们对所学的东西进行 自 由 的想象和组合
＇

， 进而利用

这些所学的知识去认识世界 ， 实现智力的终极 目标一一智慧的形成 。 另
一

方面 ，

？
怀特海 ． 教育 的 目 的 ［

Ｍ ］ ． 庄莲平 ，
王立 中 ， 译． 上海 ： 文汇 出版江 ，

２ ０ １ ２ ：Ｗ

６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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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这些课程 内容 ， 需要在学生年龄特征 、 学科知识 内在験系上考虑课程内容的

＂

慢延
＂

， 不能操之过急 。 学科的 内在联系便于形成学科体系 ， 它是客观事物的

发展和 内在联系的反映 。 形成学科体系的课程 内容 ， 可Ｗ使学生了解 自 然界和人

类社会的发展过程 ， 便于整体把握课程的 内容 ， 循序渐进 、 由 易到难地掌握学科

内容 。 同时 ， 课程 内容安排要符合学生的认知特点 ， 否则再科学的 内容也会无效 。

课程内容系统化 、 课程内容安排逻辑顺序与学生也理顺序的统一是解决课程蔓延

必须要考虑的 内容 。

（二 ） 统整性 、 融合化的髙中特色课程

正是 由于现实中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中 出现的课程口类过多 ， 课程系统性不强

等
一些问题 ， 所Ｗ ， 在高中特色课程如何更好地融入到学校课程体系这

一

问题上 ，

本研究提倡统整性 、 蘭合化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其实这一要求也是我国躁程改革的现实需要 。 ２００ １ 年 ， 国家颁布的 《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 ， 指出基础教育改革的具体 目标之一是 ：

＂

改变课程

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 ， 口类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 ， 使课程结构具有均衡性 、

综合性和选择性
＂

。

＠
将综合课程列入国家正式课程 ， 并且积极倡导各地选擇综合

课程 。

１ ． 统整课程的发展

统整课程＃一个相 当长的发展历史 ， 其哲学与也理学的基础可 Ｗ追溯到

１ ８９ ５ 年赫尔 己特提出 的统觉论上 。 赫尔 己特认为也灵是一个统一体 ，
Ｗ 首先讨论

到统整的概念 。 后来其弟子组成赫尔 己特学社 ， 倡导西绕
＂

文化阶段
＂

Ｗ联系分
，

立的科 目 ， 使学校教育的顺序与文明发展的顺序相符 。 这一时期统整课程本质上

是知识的统整 ， 强调 Ｗ道德知识或历史知识等为核也 ， 把一切相关科 目 加 Ｗ逻辑

关联 。 进入 ２０ 世纪 ３０ 年代 ， Ｗ杜威为代表的进步主义盛行 ， 主张在组织课程时

应同时考虑儿童经验与社会议题 ， 将起点与终点联系起来 ， 让儿童
＂

从做中学
＂

，

这一时期统整课程有了快速发展 。 同时 ， 受进步主义教育思潮的影响 ， 学校教育

不再是只注重学术性课程 ， 而增加 了职业准备 、 公民训练等比较使用的课程 。 但

随之而来的布鲁纳 《教育过程 》 强调学科结构的思想 ， 统整课程淡出人们的视线 。

２０ 世纪八九十年代 ， 由于谋程 内容的不断增加 ， 导致当时的课程太过拥挤 、 零

？

钟启群 ， 崔允辣 ， 张华 ．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 试行 ） 解读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版

社 ，
２ ０ ０ １ ： ４

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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碎 、 重复 ， 同时社会上要求増加的课程范围又很多 ， 在有限的教学时间 内 ， 所需

教授的东西太多成为当时课程改革急需改善的 问题 。 通过课程统整 ， 既可Ｗ解决

教育时间安排的 问题 ， 也可Ｗ减少相对瞒肿及重复的压力 。 而且统整课程是从学

．

生生活入手 ， 通过主题教学 ， 与学生的生活关系较密切 ， 应能增强学生的学习兴

趣 。 加之脑科学研究和学习理论如建构主义为统整课程的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 ，

因此 ，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 ， 统整课程又成为课程改革的
一

个热点 。 进入 ２ １ 世纪 ，

在强调标准化的学术成就测试 、 回复基础的声浪 ， 统整课程也遭到一些搜折 ， 出

现了

＂

钟摆现象
＂

。

？
但在统整课程的发展历史中 ， 这一现象本身就反映了人们在

课程方面的Ｈ个取向
一一学生 、 社会与知识三者之间不断寻求的

一

种平衡 。

２ ． 高中特色课程统整的模式

针对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中存在的
＂

课程蔓延
＂

现象 ， 有必要就现行的相关特

色课程进行相应的统整 ， Ｗ期待对口类繁杂的特色课程进行
＂

瘦身
＂

， 更好地融

入到学校一体化的课程之中 ， 真正让将色课程
＂

特而不杂 、 特而不亂
＂

， 起到全

面发展学生个性的作用 。

有鉴于高中特色课程的Ｈ个重要资源 ， 我们可 Ｗ从知识 、 经验和社会Ｈ个角

度尝试高中特色课程统整的模式 ：

１ ） 知识统整 。 所谓知识统整可Ｗ理解为把主题有关的知识进行有机的联系 ，

这样的统整课程往往都有重要的主题 ， 通过提供学生统整知识学习经验 ， 从主题

学习运用相关知识去认识主题的资源和工具 。 主题课程的知识统整 ， 首先要进行

目标分析和整合 ， 形成科学 、 系统的主题课程 目标框架 ， 再将课程 内容进行合并 ，

保留经典的 ， 统整割裂的 、 重叠的 内容 ， 形成系统的主题课程 。 高中特色课程知

识统整不能简单理解为理科综合或文科综合 ， 可 Ｗ增强学校课程 内容之间 的联

系 ， 甚至可 Ｗ适当提倡模糊学科界限 ， 重视综合课程的开设 。 比如研究性学习这

样的活动课程不仅可Ｗ拓展学生的视野 ， 完成学习 的 目标 ， 也可Ｗ跳出学科本位

的束缚 ， 综合性考量学生学习知识的能为 。 但需注意的是 ， 知识统整并不反对学

科知识 ， 学科知识不是统整的
＂

敌人
＂

， 课程统整不能流于浅薄 ， 它应是
一种创

造与提高思考层次的过程 。

２ ） 经验统整 。 课程经验统整者认为学科本位知识课程脱离了 学生生活 ， 和

？
林智 中 ， 炼健生 ． 课程组织 ［

Ｍ
］ 北京 ： 教育科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６ ： １ ０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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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生活经验处于不同的世界之中 。 因而他们比较关注如何在课程中激发学生的

学习兴趣 。 帕克认为 ， 好的课程就应关注学生兴趣 ， 激发学生求知欲 。 提出 Ｗ学

生 自我活动为 中也进行课程设计 。 高中特色课程关乎经验统整的课程可 Ｗ体现在

Ｗ下几个方面 ：

其
一

是生活经验课程的统整 。 杜威曾提出教育即生活的观点 ， 认为不能脱离

环境 ， 学校也不能脱离眼前的生活 。 因而 ， 教育的开展及过程就是眼前生活的本

身 ， 而不是为未来生活做准备 ， 学校教育应该利用现有的生活情境作为其主要 内

容 ， 而不是对由既有的科学知识组成的文理科 目 的系统的学习 。 但问题是 ， 高中

生的生活如此丰富 ， 到底开设什么样的特色生活课程才切合学生的实际 ， 选择哪

些课程内容才能有助于窩中生形成正确的人格并适应未来社会生活的要求 。

＂

生

活
＂

其实就是生存 、 活动之意 ， 广义的生活包括 日常生活各种行为 ， Ｗ及各种价

值和伦理等课题的总和 。 《辞海 》 及 《辞源 》 中表述的生活 ， 其实就是生存 、 壤

况、 生计 、 工作 、 手艺 ， Ｗ及
一

切 日 常生活相关的衣 、 食 、 住 、 行 、 育 、 乐……

等总称 。 生活课程强调的是生活上的学习 ， Ｗ生活为 中也 ， 将社会 、 自然与生活

科技 、 艺术与人文等Ｈ大领域统整成为一
＂

生活领域
＂

。 学生的生活领域包括家

庭生活 、 社会适应 、 人际关系 、 个人保健 、 环境生态 、 休闲游憩等等 ， 这些领域

通过相关的课程模块加Ｗ体现 ， 并在特色课程建设的实践过程中整合 、 融合 ， 形

成一系列的高中特色课程生活课程模块 。 如韩国大田广域市大 田东新科学高中 ，

为 了 实现其办学 目 标之
一

的
＂

体验和实践中也人性教育 （强化民主市民教育 、 活

化学校体育 、 艺术教育 、 扩展创意 ． 人性 ． 体验教育 、 建成幸福安全校园 ）

＂

， 通过

一

系列生活指导 、 民主教育 、 社会活动 、 身也体验 、 商谈活动 、 班级经营等相关

特色活动课程的统整 ， 形成了具有 自 己特色的高中课程方案 。 见下表 ：

．

通过充实化体验活动的人性培养 ：

Ｈ 实施事项

① 记录生活指导

② 早上上课指导 （ 礼仪 、 服装 、 迟到 ）

③ 守护学 习地方活动强化

④ 通讯器材使用及强化礼节教育
人格具备学生教育 ： 生活指 ⑤ 报恩信访写作 （ 教师 、 父母 ）

导⑥ 模范学生表彰
⑦ 学校暴力预防

⑨ 暴为对策 自 治委员 会实施



Ｉ ⑨ 问候礼仪指导


６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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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⑩ 守批天使实施

（
Ｕ

）吸烟预防及禁烟教育



似给朋友写信


① 民主的学生 自 治活动组织运营

② 化集学生意见 ， 制定生活规则

③ 自 律秩序维持活动
自 律和责任具备 ： 民主教育 ④ 学校活动和学生悉见反映

⑤ 干部学生体验活动

⑥ 自 治活动充实化

⑦ 体验活动 、 秩序教育

⑨ 垃圾分类教育 实施



⑨ 实施清担责任制


、①地区社会净化活动

实行分享和关巧 ： 社会活动 ②学生父母奉献团组织运营

③一机关一教育联系奉献活动
④通过义卖帮助不幸的人

⑤年末岁除帮助不幸邻里 ， 捐款

⑥一起学 习 的学校 （ 和残疾人一起 ）

⑦积板参与献血活动
⑧服务活动和报告书 完成指导
⑨服务奖授奖



⑩ 退校服


① 地 区社会机关活动

② 主题探究体验活动

身 心
＇

学 习 感受 ： 体验活动 ⑤ 有主题的体验旅行 （ 教学旅行 ）

④ 教科关联体验学 习

⑤ 体验活动报告书授奖



⑧ 国外科学体验研究 （ 修 ）


① 实行社团发表会
冷静的头脑溫暖的化 生动 ② 按社团 、 组 、 报告书展示

的活动 （ 综合艺术节 ）③ 社团作品展示会

④ 按班级每 日 展示

⑤ 各种教育活动结果展示



⑧ 学生特长展示


① Ｗｅ ｅ 教室班级运营
父母的 朋友的 ， 关于未 ② 实行专适性检查

来关于苦恼分享 ：⑤ 进学商谈问题活用

商谈活动④ 自 适前途主题体验

⑤ 专 口 商谈教师活用

⑥ 集 团 商谈

⑦ 毎周 学生父母商谈
⑨ 照顾 、 叫 疆学生指导



⑨ 危机学生商谈指导


用 我们 的颜 色给我们 班上 ① 实行班级经营 目 标管理制

色 ： 班级经营② 班级运营 费活用

③ 按班级特长表演 （ 庆典活动 ）



Ｉ
④ 按班级实施有特 色的郊游


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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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

⑤ 按班级美化环境
：

⑥ 按班级清单运营



Ｉ ⑦ 班级特 运事业运营


（ 资料来源于 ２ ０ １ ４ 年大田 东新科学 高 中 《学校教育计划 》 ３ ０
－

３ １ ）

从上表可 Ｗ看出 ， 为 了实现学校育人 目标
＂

人性培养
＂

， 学校从学生

实际生活的角度 ， 开发了 ７ 个模块的体验活动课程 （生活指导 、 民主教育 、 社会

活动 、 体验活动 、 生动活动 、 商谈活动 、 班级经营 ） ， 每个模块的课程又从学生

的 日常生活中设置相应的有教育意义的课程 内容 ， 如礼仪服装 、 自律 自 治 、 社区

服务 、 国外体验 、 社团艺术节 、 各种商谈Ｗ及班级 日 常管理等等 。 通过这些详细

的特色活动课程的实施 ，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健全人格 ， 形成了关也爱护 、 民

主协商 、 团结进取 、 感恩包容等健康人性的培养 。 送 ７ 个模块的每个特色活动课

程 ， 都是经过大 田东新科技高中认真细致的整合而形成的一体化的统整课程 。

其二是兴趣 、 个性经验课程的统整

髙中特色课程的另
一

个重要来源就是学生的兴趣 。 高中学生按照年龄来看 ，

基本上已经达到人的也智成熟的阶段 ， 这个阶段的学生有 自 己的主张旦愿意为 自

己的兴趣理想付诸努力 。 韩国大田东新科技高中通过建立
＂

教育福祉实现培育健

康人
＂

目标 ， 来统整相关的相关特色谏程 。 见下表 ：



目 标相关 内容 时间对象担 当部 口

搞 活发展 ①活用创意体验时 间 ， 组织兴趣小组 全年 全枚学生 学生

．

学 生 的特 活动

长 、 个性 、 ②组织 自 律兴趣小组活动全年１
，

２ 年指导教师

兴趣等社 ⑤运营兴趣小组活动室 １ ０全校学生 指导教师

团 活动④兴趣小组体验活动全年兴趣小组 指导教师

⑤ 实施特长 、 个性教育全年相关学生 学历

⑥支援课题探索活动全年相关学生 研究
．

⑦充 实特殊班级的体验活动全年特殊班级 特殊

（ 资料来源于韩 国 大田广域市 大田 东新科学 高 中 ２ ０ １ ４ 年 《学枚教育计划 》 ３ ４ ）

就第
一

项
＂

活用创意体验时间 ， 组织兴趣小组活动
＂

。 该校就通过相关学生

社团的活动来实现学生对话 、 写作能力 的提升 。 该校相关的学生社团有学生记者

团 （学校相关信息消息记事和编辑 ） 、 自 由式社团 （广告计划书能力拓展专口社

团 ） 、 ＢＳ（启发讨论社 ） 、 Ｄｅｂａｔ ｅｓ（ 与别的学校联合讨论比赛社 ） 、 树梢 （文学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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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社 ） 等五个 ， 通过相关社团兴趣小组的活动课程 ， 诸如主办民主市民作文大会 、

人才计划方案大会 、 读书感想问征招大会 、 文学庆典 、 科学随笔大会Ｗ及学生发

表活动来促进学生对话和写作能力 的培养 。

有什么样的兴趣就可能有什么样的个性 ， 个性决定兴趣 ， 同时兴趣也会影响

个性 。 针对不同个性的高中学生 ， 开设具有个性化的选修课已经成为共识 。 韩国

大 田科学髙中在这方面做得比较成功 。 鉴于学校的性质 ， 该校主要是培养科学人

才为方 向 ， 所 Ｗ学生的来源大部分对科学感兴趣且在理工科方 向有着各 自 的特

长 。 如何既考虑学生的个性又兼顾学校的性质地开设相关特色课程是一个必须面

对的难题 。 该校在建立
＂

创新型数学科学人才集中教育
＂

的 目 标同时 ， 依据该项

目标开设了
一

系列相关的特色课程口类 ， 见下表 ：

课程 目 标课程 内容

科学重点过程运营

数学科学探究社 团运营

数学 、 科学比赛

科学体验活动

创新型数学科学人才集 中教育 考试实 习 为 中 的科学课

科学考试实 习报告书制作指导

科学此赛 、 竞猜 、 讨论 、 发明 大会

科学露营运营

邀请演讲

（ 资料来源于韩 国 大田广域市 大田 东新科学 高 中 ２ ０ １ ４ 年 《学校教育计划 》 ３ ３ ）

通过这些颇具特色的课程开设 ， 既有利于学生对理科课程兴趣的培养 ， 同时

也有利于学生科学思维的提升 。 统整课程的 目 的就是要使得高中特色课程服从于

学校的办学 目 标 ， 服务于学生的个性发展 ， 服务于学校的特色教育 ， 并能有效地

融合在学校整体课程框架之中 ， 协调与其他课程之间 的关系发挥学校课程体系的

整体价值 。

值得注意的是 ， 不能把上述知识统整和经验统整课程放在摆在非此即彼的两

元对立角度加 Ｗ考察 ， 技样会割裂知识和经验两者的关系 ， 使知识与学习经验的

联系停留在常识层面 ， 错误地认为学科知识与学习经验的整合必将 Ｗ活动为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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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表现 ， 并通过直接经验的形式突出整合的立场 。

３ ） 社会统整 。 课程改革实质是权力和文化的分配活动 ， 课程不是孤立的 ，

而是体现支配群体和从属群体之间的 内部不断斗争 。

？
当今社会飞速发展 ， 高中

阶段教育承担着义务教育阶段后更高层次基础教育的任务 ， 同时也要为离等教育

输送髙质量人才 ， 为社会各行业输送高水平的劳动力 。 社会对个体进入劳动力市

场 、 參与社会活动提出新的要求 ， 而送些要求其实就是社会统整课程的依据 。 就

髙中特色课程建设而言 ， 使髙中教育面向社会合理分流 ， 做好学生未来职业规划

指导课程当然成为社会统整优先考虑的主题 。 现代社会的劳动者不仅仅需要简单

的体力或者简单培训方式就业的人群 ， 它需要的是适应劳动市场不断变化 ， 有高

就业能力的劳动者 ， 具体包括求学能力 、 求职能力 、 保职能力和适应市场变化能

力 。 目前我国部分高中学校已经建立了 Ｗ生活指导 、 学业指导和生涯指导为基础

的离中指导课程 ， 这方面吉林省长春市实验中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做得比较成

功 。 该校Ｗ
＂

发现 自我 、 唤醒潜能 、 科学规划 、 助力成长
＂

为核也 ， 开发 《髙中

生职业规划手册 》 教材 ， 确立规划课
＂

八大课型
＂

， 分阶段 、 多模式引导高中生

走上生涯规划之路 ， 为离中生结合社会需求和个性发展提供了 良好的生涯指导平

台 。

②

四 、 多样化商中特色课程的实施

课程实施就是把新的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 ， 也可Ｗ说是把书面的课程

方案转化为具体的教学实践的过程 。 这一过程如同剧本转化为演出 ， 是一个动态

的需要调整 、 修改和补充的过程 。 本研究按照这
一

定义 ， 从宏观的髙中特色课程

方案的实施 Ｗ及微观的教师具体课堂教学实践两个方面来阐 明高中特色课程实

施 。 这也 比较符合学者石鹤给离中特色课程的分类 ， 即除了校本特色课程之外 ，

在现实的课程实施中还存在的课程的特色 （ 国家课程特色化实施 ） Ｗ及特色姐合

方案 （某
一

学科国家必修课程采取的分阶段、 多层次模块设定选修学分 ， 不同的

学生按照不同需求选择学习 的进度和难度 ） ， 前者基本属于微观层面的离中特色

课程实施 ， 而后者则属于宏观层面的 。

（

一

） 宏观层面的高中特色课程实施一持色组合方案

？
吴永军 ． 论新课改的可为 与 不可为 ［ Ｊ ］教育研究与 实验 ， ２ ０ １ ０（０ ５）

？

赵峡 ． 高 中 生巧规划教育 的先锋探索一一吉林省长春市 实验中学职业生涯规划教育纪实 阳 ］ ．

中 国教育报 ，
２ ０ １ ５

－

３
－

４（０ 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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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学校按照国家髙中课程方案规定开设课程 ， 但基于办学的特色追

求它可 Ｗ对这些课程进行重组和改造 。 针对高中课程结构进行实质性的多样化 、

可选择化改造 ， 不仅允许学生选择不同的课程 ， 而且在学习程度上也可不尽相同 。

多样化髙中课程是选择性的基础 ， 而选择性又是不同学生的个性的体现和需求 。

实施好多样化 、 选择性的选修课程方案 ， 本身就是要创新的 ， 本身是对既定课程

特色化重建 ，

一

定意义上也可视为特色课程 。

课程多样性是选择性的基础和条件 ， 只有实现了 多样化 ， 才能有选择的可

能 。 多样化的 目 的是为 了选择 ， 如果没有选择的机制和空间 ， 课程多样化也就失

去 了必要性和应有的作用 。 从某个意义上说 ， 课程结构要能真正面向每个学生的

发展 ， 学生就必须要有 自主选择的权利 ， 有可选择的课程 。 多样化是达致课程选

择性的前提和条件 ， 没有多样化就不可能有选择性 。

？
二者实际上是

一

个问题的

两个方面——只有保证基础的扎实 、 牢固 ， 课程的多样性和选择性才能来得有效 、

才不至于流于形式 ； 而多样性 、 选择性本身是课程的基础性的 内在要求 。

上海育才中学从 １ ９９８ 年开始醇酿课程改革方案 ， 直至 ２００９ 年 ， 学校特色

课程体系经历了初创 、 调整和再造Ｈ个阶段 ， 最终形成Ｗ课程内容 、 课程水平和

课程休息期限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 适应学生发展的个性化需求 。具体 内容如下 ：

基础型课程


拓展型课程


研究型课程

Ｉｈｎ＾ｍｎ ｒｈ^—

１学 特 综 专 荣 教学

各濯喔块科 色 合 届 誉 养养

拓 谋 实 教 课 课课

展 程 践 育 程 程程

各学科巧合巧块
￣

 １

￣

１ｒ

￣

Ｔ
￣￣

ｉ

－

｜

Ｍ
｜



身 人 科 国 技竞 创 大

也 文 学 际 术《 ^



１值 研 探 理 应巧 课 预

各学科研修模块
—

巧 究 索 巧 用程 程
Ｉ

备

（ 资料来源 《段力佩与 育 才 中 学 》 ［
Ｍ ］１ ０ ９ ）

根据上图我们可知 ， 基础型课程是学生知识 、 机能和身也可持续发展的共同

基石 ， 由各学习领域体现共 同基础要求的学科课程组成 ， 是全体学生必修的课程 。

①
段化兵 我 国基础教育课程多 样化 问题研究 阳 ． 西北师范大学博去论文 ， ２ ０ ０ 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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拓展型课程由 限定拓展课程和 自 主拓展课程两个部分组成 ： 限定拓展课程主要 由

学校文化活动与班团活动 、 社团活动 、 社会实践等各类活动 ， 国家规定的各类专

题教育组成 １＾及教养课程组成 ， 是全体学生限定选择修习 的课程 。 其中 ， 教养课

程的主要 内容包括人际规范教育 、 志愿者活动 、 文明寝室和温馨教室的创建 、 爱，

也基金募捐活动等 旨在使学生养成 良好的礼仪习惯 ， 懂得关也和感恩 ， 成为有教

养和责任感的公民 。 自主拓展课程主要 由学科拓展课程 、 特色课程 、 荣誉课程组

成 ， 是学生 自主选择修习 的课程 。 其中学科拓展课程 基础型课程延伸的学科课

程 内容为主 ， 主要是基础知识、 基本技能的融会贯通和综合运用 ， 或新情境下的

问题解决 。特色课程是指学校开发的 ５大校本课程中 的各种课程 。 主要分类如下 ：

课程群 目 标定位课程列举

养成健全人格和健康体魄 ， 积枝向上的生活态度超越 ＩＱ

学会悦纳 自 己的身份和社会地位 个人生涯规划

身 ｌＵ善于控制 自 己的情绪 ， 学会 自 我认识评价预备 理师

修炼塑造健康的个人形 象 演讲辩论与 口 才

学会规划 自 己的人生社交与礼仪



勇 于面对挫折和 困难


．



树立正确 的世界观 、 人生观和价值观 ， 确立正确的道德认知与 人文社会研究

政治立场 西方哲学史

，
、养成良好的伦理道德 、 社会责任 、 公民素养和民主素养中 国 古代神话研究

学会协调 、 沟通和合作 ， 积板主动地参与集体和公共事务历 史文化之谜

增强对国 家 、 民族认同感 、 扭属感汉子探秘

培养同情心
＇

、 责任感 、 人文素养和化患患识 ， 懂得关怀弱势群 企业管理入 口



体和人类 自 身命运


－培养学生的科学素养和信息素养植物组织培养

掌握科学 实验的方法 ， 培养信患搜索 、 筛选 、 整理和概括的 能 机器人实验

刹
力化学与环境

培养清晰的逐辑思维和准确 的 书 面 、 口 头表达能力天文观测
探索善于发现问题 、 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城市轨道交通概论

培养学生敢于质疑 、 独立思考 、 探究的能力 ， 形成健康的怀疑



批评态度


具有 良好的 国 民 态和湿养 ， 具备全球视野和世界眼光跨文化交流

主动关注 国 际社会和世界事务 ， 关注全雜会未来的发展前途 笑语国 家文化

和状况文化的冲 突与融合
国 际

＾能公正客观地对待和尊重世界各国 、 各地 区 、 各民族的文化传 韩 国语基础
解统 ， 主动没取人类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 日 语基础

积板 、 平和 、 理性参与 国 际活动和 国 际竞争 ， 懂得尊重 、 理解 法语与法 国 文化



与 宽容
￣

技术
Ｉ
掌握终身 受用 的学 习 和生活技能 Ｉ

数字影视制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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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用

￣

Ｉ

学会多 种计算机应用软件 ， 熟练运用各类 网络资源 Ｉ

网 络实 用技术与故

养成良好的 网络道德 障排除实验



视频特效制作

（ 资料来源 《段力佩与育 才 中 学 》 ［Ｍ ］１ １ ０ ）

除此Ｗ外 ， 荣誉课程 由大学预备课程、 学科竞赛课程和创新课程组成 ， 是

为资优学生搭建的学习平台 。 而研究型课程 由运用研究性学习方式进行的各类学

习活动构成 ， 学养课程主要 内容包括经典阅读 、 真知育才讲座 、 项 目 设计 、 课题

研究等 ， 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 学习兴趣和思考能为 。 育才中学
一

方面通过

这些静态的多样化课程为学生特色发展打下基础 ， 另
一方面 ， 在动态的课程实施

中 ， 保证其灵活性 ， 充分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 。 主要表现在每个学生都有一张适

合 自 己的课表 。 即每个学生学什么 、 怎么学都可 Ｗ按照学生 自 己的个性需求来加

Ｗ实施 ， 课程的特色方案表现的淋漓尽致 。 在育才中学新的课程体系中 ， 学生对

课程的接收方式是Ｗ

＂

学程
＂

形式呈现的 ， 学校根据学生学习规律 、 学科内在结

构的特点 ， 将每学期灵活划分成若干个学习阶段 ， 称之为
＂

学程
＂

。 该校设计每

学年 ６ 个学程 ， 每学期 ３ 个学程 ， 高一 、 高二两个学年 ， 共计 １ ２ 个学程 。

一个

学程的教学时间基本为 ６ 周 ， 其操作的基本要点是 ：

一个学程完成若干口学科各

一

个模块学习 ； 不同的学科设计不同的学程数 ； 若干不 同的学科在同
一

学程中课

时数相 同 。

＂

学程
＂

的设置 ，

＇

可 Ｗ提高课程 内容的适切性 ， 将原本分散在几个学

期学习 的课程设置相对集中 ， 提高学生学习 的效率与学习积极性 。 学生可 Ｗ 自主

选择思想政治 、 历史 、 地理 、 生物 、 信息科技等学科课程的学习 时间 ， 从而减少

并行学科的
＂

精力分散
＂

的状况 ， 大大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也理负担 ， 提

高学习效率 。 同时 ， 学生也可 Ｗ根据 自 己的兴趣和时间 ， 自主安排 、 自 主选择适

合 自 己的学习 内容 。

育才中学这种高选择性的课程 ， 使学生成为学习 的主人 ， 真正做到 了
＂

我

的课表我做主
＂

。 学生依据 自 己的兴趣 、 爱好 、 特点 Ｕｉ及学校提供的课程信息 ，

选择要学习 的课程 ， 确定学习 的基本进程 ， 并 由此形成个人的学习规划 ， 这样学

生也可Ｗ 明确个人的生涯规划并掌握生涯规划的能力和技巧 ， 找到学习 的动力 。

这种高选择性 、 高 自 主性的课程实施方案无疑是高中特色课程中特色化实施化一

种好的方案 。

（二 ） 微观层面的离中恃色课程实施——教师特色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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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的实施过程是每个教师职业生涯的组成部分 ， 教师常常在课程实施之

中得到锻炼与发展 。 Ｗ往的制度化课程的体制要求课程的实施过程是
一

个忠实性

贯彻课程标准的过程 ， 因而教师被看着是课程实施过程中 的一个
＂

中介者
＂

， 他

必须认真规范地执斤 自上而下的课程方案 。 该样的
一个机制导致只重视教学却忽

视了课程 ， 纵观我国 的教学论历史 ，

一直是把教学当做重中之重 ， 什么
＂

有教无

类
＂

、

＂

教无定法
＂

、

＂

教学相长
＂

等等 ， Ｗ教学论取代 了课程论 。 送样的一种局面 ，

也必然使得教师只能依猫画虎 ， 照葫芦画飘 ， 教师对课程实施过程中 的创生 、 参

与不感兴趣 ， 完成课程标准的教学任务成为教师们的首要之选 。 事不关己 ， 高高

挂起 ； 只管执行 ， 不要开发 。 很多的学者认为这是 由于教师害怕承担课改的风险

甚至Ｗ为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不足 ， 因而提出教师个人课程 、 教师专业学习共同

体的解决方法 。 诚然这些方法有一定的意义 ， 但要改变长期形成的教师只是课程

实施
＂

中介者
＂

的惯习 ， 恐怕还要从观念上让教师 自 己感觉到 自 身就是课程的开

发者 、 参与者 。

高中特色课程实施事实上就是把特色课程的课程设计与课程规划落实到具

体的教育教学实践中 的过程 ， 这一过程中离不开教师的参与 ， 教师当然要发挥主

导作用 。 教师既是开发特色课程的主为军 ， 也是引领学生走进特色课程的引路人。

教师在特色课程实施的过程中就是要通过
一

定的方法 、途径策略 ， 把那些有特点 、

有个性 、 有魅力 、 有教育价值的课程传递给学生 ， 将特色课程所追求的价值传播

给学生 。 高中特色课程实施有别于一般性的课程教学 ， 可 说 ， 这些特色课程的

实施策略 、 教学方式方法在遵循教学的基本规律前提下 ， 紧紧围绕特色课程 目 标

展开课程实施过程 ， 其教学策略也凸显特色课程的个性化一面 ， 在形式上略显特

别 。

１ ． 依据学生的兴趣来实施特色课程教学

学生的兴趣是特色课程开发的一个重要依据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只有建立在

学生的兴趣之上 ， 才能真正做到学生喜欢 ， 满足学生个性发展 。 当今社会 ， 信息

量大 ， 学生接受来 自 各方面的渠道信息的能力 比较强 ， 民主协商 的意识也比较浓

厚 。 如果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完全依赖传统的灌输方式 ， 可能很难引起现在高

中生的兴趣 。 那么 ， 如何依据学生的兴趣来实施特色课程就是一个亟待解决的 问

题 。 这个过程中
＂

沙龙
＂

课程实施就是
一个新的方式 。

＂

沙龙
＂
一

词最早源于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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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利单词
＂

Ｓａ ｌ ｏ ｔ ｔ ｏ
＂

， 经过一系列演变 ， 成为人们谈论艺术 、 谈论生活的交谈与

聊天的活动 。 本研究调研的 Ｍ 市外国语学校 ， 在外语组老师的精也策划下 ，

＂

趣

味英语沙龙
＂

活动课程在该校得到开展 。 首期
＂

英语沙龙
＂

的主讲 Ｎａｎｃｙ 老师给

大家介绍了英语国家文化知识－－－－英国下午茶 ， 接着 ， 她教大家如何作 自我介绍

（ Ｓ ｅ ｌ ｆ
－

ｉ ｎ ｔ ｒｏｄｕ ｃ ｔ ｉ ｏｎ ）Ｗ及如何问路 （Ａ ｓｋ ｉ ｎｇｆｏｒｔ ｈｅｗａｙ ） 。 参加学习 的有学

校领导 、 老师和高中学子 ， 大家兴趣盎然 ， 认真地练习语音 、 语调 ， 在情境中模

仿 。 同学们也积极参与 ， 作为陪练 ， 纠正发音 ， 解释疑难 ， 现场学习气氛浓厚 ，

这里没有传统课堂的正式 ， 也没有语言学习 的急功近利 ， 有的是容松活泼的氛围

和真也想学习 的愿望 。 沙龙活动结束后 ， 大家意犹未尽 ， 纷纷在学校
＂

英语学习
＂

群里继续探讨 。 这种
＂

文化沙龙
＂

模式可Ｗ作为特色课程的一种特殊教学方法 ，

比较造合
＂

小班化
＂

教学 ， 也适合学生 自主选课的
＂

走班学习
＂

和人文特色课程

的实施 。 课堂
＂

沙龙
＂

， 不是
＂

闲聊
＂

， 师生的想法有机会流露 ， 师生的思想得到

碰撞 ， 学生喜欢 ， 也利于师生共同交流对话 。

２ ． 依据教师的个性来实施特色课程教学

每个教师都有 自 身 的特点和个性 ， 无论是教学经验丰富的老教师还是新入讲

坛的新手 ， 他们 内在个性的不同可能就会形成不 同的教学风格 。 有风格的教师都

是卓越的表达艺术家 ， 他们不拘泥于 已定的表运方式 ， 总是创造适合 自 己 、 属于

自 己的表达 。

？
现实中 ， 有的教师喜欢严谨 ， 有的教师喜欢生动 ， 有的循循善诱 ，

还有的则温文尔雅 。 不同 的教师个性不 同就会形成不同的特色课程教学方式 。 Ｍ

市外国语学校在 ２０ １ ４ 年举办的
＂

特色马外 、 多维课堂
＂

的主题教学研究周活动

中 ， 该校数学组Ｈ位教师呈现了Ｈ节风格各异的数学课堂 。 Ｇ 老师通过圣诞节礼

物开始 自然引入Ｈ元一次方程组 ， 带领学生从
＂
一

元
一

次方程 ，
二元

一次方程
＂

的定义类比归纳
＂

Ｈ元
一

次方程组
＂

定义 ， 接着让学生从原有的解二元
一

次方程

組的知识结构 中类比探究Ｈ元
一次方程组的方法 ， 过程循序渐进循循善诱 ， 结果

水到渠成 。 整个学习 的过程 ， 学生们热情高涨 ， 主动思考 ， 乐于和大家分享学习

的发现 。 可 Ｗ说 Ｇ 老师的特色在于他的智慧 ； 另
一

位 Ｓ 老师则 空间思维能力

的培养
＂

为主题展示了数学裸程另一面特色 。 Ｓ 老师先设计 了几组游戏 ， 让学生

通过画 图 、 剪纸 、 粘贴这样的操作 ， 得到
一

个个的立体图 ， 让学生充分体验过了

①

李如密 ， 黄慧丽 ． 教师教学风格对学生 的影响机制探析 ［
Ｊ ］ ． 上海教育科研 ，

２ ０ １ ３（０ 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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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平面图形到立体图形的形成过程 ， 整节课学生兴趣盡然 ， 可Ｗ说是一节新的探

索模式的新课 ； 最后
一

位 Ｙ 老师则展示了 《轴对称图形 》 ， 课堂上老师通过让学

生观察图片 ， 发现生活中诸多对称美 ， 然后激发学生去探究对称美 、 创造美 ， 充

分体现了生活中处处都有数学美 ， 我们应该去享受这种数学美 。 调动 了学生热爱

数学 、感受 自然美的情趣 。 不同个性的教师根据 自 己的个性来实施特色课程教学 ，

既有利于教师展示 自 己的个性 ， 特色化地实施相关的课程 ； 也便于学生在学习 的

过程中发现不同的学习方法 ， 引起学生学习课程的兴趣 。

３ ． 依据教学 内容实施特色课程教学

不同的教学内容可 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 ， 有些特色课程内容实施过程中

师生对教学 内容可任意进行探究性学习和探究性教学 ， 教师遵循 Ｗ学生为主题、

引导学生 自 主 、 合作 、 探究的教学原则 ， 为学生创设较为宽松 、 民主的探究学习

环境 ， 充分发挥学生实践探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 其实从基本的含义上讲 ， 探究

的 目 的是获得知识 、 真理 ， 探究的途径或方法是搜寻 、 调査 、 研究 、 检验 。 为 了

准确 、 深入地理解和把握探究的本质 。

Ｍ 市 Ｎ 大学附属中学 Ｚ 老师针对高中地理课程标准
＂

人 口与城市
＂
一节 ， 把

地理知识和地理实践相结合 ， 让学生有特色地学习 了一节
＂

活
＂

的地理课 。 首先

他明确了这节
＂

城市化
＂

课的重点就是了解城市化的进程Ｗ及城市化对地理环境

的影响 。 在具体的课堂教学中 ， 他通过让学生观看 《民工潮 》 片段 、 课件展示长

江Ｈ角洲的城市发展 ， 并类比展示上海市 １ ９ １ １ 、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９０ 城市用地图 。 在此

基础上 ， 提出Ｈ个思考问题让学生交流 ， 分别是上海市城市用地扩展图与长江Ｈ

角洲地区的城市发展图反映 了什么现象 ？ 什么是城市化 ？ 城市化的基本特征有

哪些 ？ 然后结合本地区南京城市用地变化 ， 让学生继续交流±地为什么会发生如

此大变化 ？ 城市化动力 因素有哪些 ？ 并进
一

步阐 明特大城市 、 大城市 、 中等城市 、

小城市依据什么划分 ？ 得出相应城市化进程中 明显变化的结论 ： 城市人 口増加 、

用地规模扩大 、 城市人 口 比重上升 。 给出相关城市化数据 ， 并引导学生 自 己动手

设计城市化表格来了解城市化的阶段和特点

阶段水平
’

地域扩张趁势常见问题

初期阶段

中期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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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期阶段

最后教师提供图片 ， 伦敦 １ ８０ １ 、 １ ８５ １ 、 巧８ １ 年城市扩张与上海 巧 １ １ 、 １ ９４９ 、

１ ９９０ 年城市扩张 ， 再要求学生用所学的知识解释送种现象 。

Ｚ 老师整节地理课上都是Ｗ学生为 中也 ， 给出相关的学习材料并让学生交流

参与来解决现实的 问题 ， 通过这些问题的发现和解决 ， 学生的探究学习能力得到

明显提升 。

五 、 特色化的课程评价

（

一

） 高中特色课程评价的 内容

当前 ， 学校课程评价牵动着许多人 ， 业已成为人们共同关注的社会热点之

一

， 因为课程评价不仅仅是学校的事情 ， 还与每个学生 、 每个学生家庭有着直接

．关系 ， 更是教师无法绕开的话题 。

高中持色课程评价的 内容涉及到方方面面 ， 纵的方向来看 ， 包括校本特色

课程开发情境和 目 标定位的评价 、 对校本特色课程方案的可行性评价 、 对校本特

色课程实施过程的评价Ｗ及对校本特色课程实施效果进行评价 ； 横向上看它可 Ｗ

包括对课程方案本身 的评价和教师课堂教学评价 及学生学业成就评定 。 本节重

点研究高中特色课程课堂教学评价Ｗ及学生学业成就评定两个部分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课堂教学评价

由于高中特色课程及实施有其独特的价值取 向 ， 学生选择和经历特色课程 ，

学生的主体性被放在最鲜明 、 最首要的位置 ， 它需要在 自 由 民主的课堂环境中 ，

放飞思想 、 自主体验 、 大胆创新 、 超越 自我 。 实施特色课程的评价环节也应Ｗ此

为指导 ， 同样需要充分尊重学生的 自 主评价和主动参与 。 其评价思想与当下流行

的
＂

个性解放
＂

课程评价有着较大的相似之处 。 所谓
＂

个性解放
＂

课程评价主要

是
一

种质性的评价方式 ， 它反对量化的评价方法 ， 认为科学的范式不仅仅指 自 然

科学 ， 人本主义范式同样也是科学范式的一种 。 因而 ， 它把评价的过程视为评价

者与被评价者 （学生 ） 通过协商进行的共同也理建构过程 。 它一改Ｗ往评价的单

一性 、 终极性 ， 使得评价成为
一

种主体参与 、 民主协商的参与过程 。 被评价者也

是评价参与者 ， 也是评价的主体 。 价值多元 、 尊重差异就成为个性解放课程评价

的基本特性 。 就高中特色课程教学实践来看 ， 结合高中特色课程属性 ， 其评价方

式应该也是多维的 ， 比较常见的有 ：

７６





第Ｈ章 ＝ 高中特色谏程核也要素


１ ． 多元选择评价

送里的
＂

多元
＂

可Ｗ从两个角度去理解 ，

一

是从评价的参与对象来看 ， 这个

多元可 Ｗ指的是多元主体参与 ， 教师 、 学生是高中特色课程课堂教学的主体 ， 作

为课程实践的参与者和受益者 ， 他们在评价的过程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应该

是课程评价的中坚力量和主力军 。 同时 ， 课程评价专家 、 学校特色课程负责人 、

学生家长Ｗ及社区代表都可 Ｗ参与相关课程实践的评价 ， 这样的多元主体的参

与 ， 有利于特色课程在实践的过程中不断改进 ， 也有利于多元主体主动参与 、

？

自

我反思 、 自我成长 。 Ｍ 市外国语学校所组织的
＂

特色马外 、 多维课堂
＂

其实就是

高中特色课堂教学多元评价主体的
一

个很好的尝试 。 在近两个星期的开放教学周

活动中 ， 参与的对象除本校适合学生外 ， 还有本地区各相关学科的教师、 教科院

研究乂巧 、 家长乃至学校校长 。 其次 ， 瑟里的
＂

多元
＂

还可 Ｗ指多元价值取向 的

方法。 往的课堂教学往往关注的是知识的传授 ， 评价的结果也是终极性的 ？

＂

得

分评价
＂

， 重视各学科考试成绩 ， 重视存储式的知识学习 。 多元选择课堂教学评

价对学生评定不再采取标准化的方式 ， 而是充分赋权学生 ， 提供多种碟程评价方

式让学生从中选择 ， 如 自评、 互评 、 接受教师 、 家长评判等 。 评价的 内容也有多

种 ， 不再局限于知识的存储方式的学习 ， 而是更多的关注学力评价 ， 发展性Ｗ价 ，

更多关注学习 的过程方法Ｗ及情感态度价值观等 内容 。

２ ． 师生协商评价机制

＂

协商
＂

是发表个人见解 ， 提出具体想法和诉求 ， 力求得到他人同意和认可 。

在特色课程实施过程中打破多年来教师评定学生的 习惯 ， 学生在课程评价中能有

自 己的想法 ， 能说出 自 己的想法 。 学生参与评价不是一般意义上的 自我评价 ， 而

是与评价者 （ 同学、 教师 ）

一起构成课程评价的主体 ， 避免了传统课程评价中单

方面的外在评价对学生的约束 ， 通过参与
＂

协商
＂

， 将思想认识的解放与个体发

展有机结合在一起 。 比如传统的语文作文教学 ， 往往是教师通过布置作文 、 批改

作文 、 评讲作文来进行作文课堂教学 ， 协商式的评价方式引进 ， 教师完全可 Ｗ依

托计算机多媒体方式让学生完成作文的同时进行现场评价 ， 学生可 Ｗ通过联机的

方式来和教师一同就相关范文进行交流、 协巧 ， 发现作文中可能存在的好的方面

和不足之处 ， 通过师生对相关作文的互评 ， 了解本次作文教学的重点难点 ， 取长

补短 ， 互相进步 。 送种协商式的评价方式既培养学会民主协商的意识 ， 同时也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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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学生合作意识的养成 。

３ ． 主体体验的评价

由于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依据十分注重学生的个性发展 ， 因而 ， 特色课程在

设计上就非常注重学生的主体体验 ， 其终极的教育 目 的就是促成人的 自然性 、 社

会性 、 自 主性的健全发展 。 体验课程之体验是根植于人的精神世界 ， 着眼于 自我 、

自然 、 社会之整体有机统一的人的
＂

超越经验
＂

。 体验超越都是特色课程实施所

追求的主要价值 ， 学生有了兴趣 ， 就会有进一步体验的欲望 ， 体验是学生 自 主参

与课程学习 与评价的过程 ， 探究学习与合作学习则是学生
＂

体验
＂

的载体 ， 学生

的兴趣在体验中得到强化 ， 智慧在体验中得到发展 ， 学生在体验与创造中进一步

认同 自 己的实践能力与创新才华 。 比如 ， 安徽省 Ｍ 市 Ｄ 县二中为 了让对 口支援新

疆班同学感受来内地的第
一个汉族春节的文化氛围 ， 在新疆班学生来学校的第一

个春节期间 ， 设计了
一

整套的地域特色文化课程 ， 在农历腊月二十４： ， 组织学生

上街购物 、 巧街 ， 感受春节气氛 ； 除夕组织学生吃团圆饭 ， 观看央视的春节联欢

晚会 ； 大年初一举办师生联欢会 ； 初Ｈ 、 初五参观 Ｍ 市博物馆、 雨山湖公园 、 动

物园 Ｗ及 Ｄ 县经济开发区并到长江岸边远足 ， 晚上还举行趣味活动一猜好谜 。 通

过一系列的体验文化课程开设 ， 使得新疆班的学子们既感受到汉族春节的文化气

息 ， 又在欢度春节的氛围中 了解了汉族文化 ， 增加 了师生的情谊 ， 拉近了维族和

汉族文化认同 。 学生在亲身感受和体验的过程中 ， 得到了真实的文化体验 。 维族

学生阿尔 ． 祖古丽 ． 奥斯曼对年夜饭印象最为深刻 ， 她不仅感受到当地习俗年夜饭

十大碗的菜肴的丰富 、 可 口 ， 也通过学校给他们发放的一百元压岁钱感受到祖国

大家庭的温暖 。 孩子们还 自 己给 自 己的宿舍贴上春联 ， 春联的 内容或许正是这些

体验课程效果的评价 ：

＂

昆仑 山大青 山 山 山相连 ， 塔里木河姑溪河河河相通
＂

。

４ ． 人文激励评价

拓展学生视野 、 丰富学生经历是特色课程的育人功能之
一

， 让特色课程走近

学生 ， 是课程实施初期所追求的是实施成果 。 送个过程能否激起学生参与课程学

习 的热情 ，

一

定不是通过简单考试就能实现的 。 学生需要通过来 自老师 、 同学甚

至家人富有人性化的鼓励和期待 ， 它是点燃学生热情的催化剂 ， 高中特色课程评

价需要体现对人的终极关怀的评价思想 。 这里的人文激励不能仅仅理解为简单的

赞赏学生 ， 更重要的是通过也与也的交流 ， 让学生感受到课程的意义 ， 感受到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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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对 自 己成长的需要 ， 从而让学生真正的専欢相应的特色课程 ， 自觉融入到特色

课程建设中去 ， 配合特色课程的有效实施 。 Ｍ 市 Ｄ 县二中新疆班的
＂

家访课程
＂

是送方面 良好的创举 。 教育离不开学校 、 社会Ｗ及学生的家庭 ， 也离不开学校老

师与学生家长及学生真诚的交流 。 然而事实情况 ， 新疆班的学生大部分来 自于新

疆皮山县 ， 离 Ｍ 市相距千里 。 为 了进一步了解学生情况 ， 也为 了更好地与学生家

长沟通 ， 为 日 后教育教学做好铺垫 ， Ｄ 是二中利用新疆班学生暑假第一次回家这

个契机 ， 学校安排新疆班两位班主任及学校相关领导全程护送学生返疆并做好

＂

家访
＂

课程 。 经过从南京至乌鲁木齐 ， 再穿过塔克拉玛干沙漠 ， 到达和 田 ， 再

转车至皮 山县城 ， 旅途劳顿 ， 但在艰辛和遥远的返乡途中 ， 新疆巧的学坐与挙校

的老师建立了深厚的情谊 。 同时 ， 到达 目 的地后 ， 通过对每位学生家庭的走访 ，

使家长们更多 了解了学校的办学特色 ， 了解了学生在一年离家至时地糞署城长推 ■

进步 。 学生家长 田子奇的母亲不无感慨的说到 ： Ｗ前 自 己的孩子由于各方？始睽

因 ， 学习不太好 ， 各方面的 习惯也比较差 ， 而到 了Ｄ 县二中后 ７ 学禱 纖

有看不起他们 ， 满清热情 、 充满爱也的教育和关也他们 。 自 己的孩子通过这一年

学习不仅学会了如何学习 ， 更学会了如何做人 。 孩子在 ＆县二串学巧我生燕
－

回了 自尊 ， 找回了 自我 ， 恢复了 自信 学生－努化奴尔 ． 文：尼坦言作为学生更是庆

幸 自 己来到 内地 Ｄ 县二中学习 ， 她说感觉到息己正在逐巧
一

力学习 ， 争取学有所成 ， 回报党和政府 ， 回报家乡父母 ， 回报学校 。 短短六天 ，

通过走访 ２４ 位学生家庭的
＂

家访课程
＂

， 激励了８０ 位新疆３Ｅ学子 ， 化他们的父

母和家乡 的教育界领导分享了他们成长的进步 ， 拉近了学生家长、 学生Ｗ及学校

之间的距离 ， 加深了学校对送些少数民族孩子的 了解 ， 也为学校Ｗ后的教育和指

导找到 了直接的依据 。 同时 ， 这些孩子们也通过这样的特色课程 ， 分享 了 自 己成

长的快乐 ， 加强 了和老师 、 家长的交流 ， 学会了感恩和回报 。 许多孩子再见到父

母的那
一

刻留下了激动的泪水并真诚地感激学校对他们的无微不至的关也和照

顾 。 人文激励的方式真正地走进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的也灵 ， 它的功效是任何量化

考试所不能实现的 。

（Ｈ ） 髙中特色课程学业成就评价

１ ． 离中特色课程评价体系有利于完善现有评价系统 ， 改变
＂
一

考定终身
＂

的

弊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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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高中教育普及化 、 大众化 ， 现行的高考评价制度逐步显示出弊端 ，

如不利于大多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 扼杀了部分学生的潜能 。 髙中特色课程建设

正是为学生个性化 、 多样化发展而建立起来的
一

种新的课程理念 ， 如果不改变现

行的髙考评价方式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必然受制于高考制度 。 本研究在 Ｍ 市实施

的普通髙中特色课程调查 问卷就普通高中高考评价相关问题在教师和学生群体

中做了调研 ， 得出 的相关数据是 ， ６３％的高中教师认为改革现行的高考评价制度 ，

４０ ．３％的学生建议完善高考制度 ， 全面实施Ｗ专业为基础的高考招生制度 ， 进一

步与髙中必修 、 选修课程专业性接轨 ， ２５ ．３％的学生和 ２８ ．６％的教师支持増强校

内评价的权重 。

２０ １ ４ 年国务院下发 《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 （ 国

发 （ ２０．Ｍ ） ． ３５ 号 ）
， 指出坚持育人为本 ， 遵循教育规律 。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

来巧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 扭转片面应试教育倾向 。 并提出综合素质评价主

要戾峽学生德、 智 、 体 、 美全面发展情况 ， 是学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 。 要求

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 客观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 注重社会

－ 赛僖感Ｖ
－创新精神巧实践能力 ， 主要包括学生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特长 、 社会实践等 内容 。 探索基于统
一

高考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 参考

综含素质津价的多巧录取机制Ａ 補后 ， 教育部分别发布了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

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 》 （教基二 巧０ １ ４ ］ １ ０ 号 ） 和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

通商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 （教基二 ［ ２０ １ ４ ］ １ １ 号 ） 两个文件 ， 主要是坚持

全面考核 、 坚持 自 主选择 、 促进学生发展学科兴趣与个性特长 、 为每个学生提供

更多的选择机会 。 并细化评价内容 ， 诸如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艺术

素养 、 社会实践等五个方面 。 上海、 浙江随后分别 出 台 了高考改革方案 ， 其中上

海明确规定综合素质评价 内容主要包括 ： 学生思想品德发展状况 、 中华优秀传统

文化素养 、 修习课程及其学业成绩 、 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 身也健康信息 、 兴趣

爱好与个人特长等 。

要实现新的评价机制的形成 ， 全面而多角度地完成对
一个合格高中毕业生

的评价 ， 真正改变
一

考定终身 的片面的评价体系 ， 高中特色课程无疑是最好的途

径 。 因为要涉及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特长 、 社会实践等 内容只

有通过建立较为完整的髙中特色课程才可能在实践中得Ｗ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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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 ， 评价的改革不是要探究让人人都适合某
一

种评价 ， 而是要探究某
一

种评价应如何改造才能适合于不 同的人 。 应该在倡导淡化应试竞争前提下改造考

试评价制度 ， 使之最大限度与素质教育结合起来 。

？

２ ． 韩国离中特色课程学业成就巧价的借鉴

韩国是
一

个非常重视教育的国家 ， 目前 ， 其大学入学率 ８５％ 。 高考一直是韩

国政府和社会各界极为关注的话题 ， 从 １ ９４５ 年到 ２００７ 年的 ６０ 多年里 ， 韩国共

进行了７ 次教育课程改革 ， 大学招生制度也随之进行了 口 次改革 ， 几乎每次政

府换届都要针对髙考 出 台新的方针和政策 ， 其间又对这些离考制度进行了大大小

小数十次的修改 。

韩国现行的大学招生制度是在 ２００８ 年度髙考制度的基础上进行部分修改 ，

并辅Ｗ
＂

大学入学査定官制
＂

形成的 。 韩国 的髙考制度其实走过
一

个发展过程 ，

由最巧的大学单考招生
——大学升学预备或升学考试与高中 内 审制弗，巧——大

学能力考试 、 学校生活记录簿 、 大学单考 （论述 ）

一－大学能力考试、 学校生活 ．

记录薄 、 论述 、 推荐信 、 面试并行 。 韩国高中特色课程学业评价
一般在高考内 韦

制这样制度上得到体现 。 为 了反映高中学生全面发展 、 个性发展的特点 ， 韩国逐

步提高了离中 内审制的分值比率 ， 用综合生活记录薄的方式取代了 内 审成绩 ， 综 ，

合生活记录薄不仅记录了考生在髙中学习 的各科成绩 ， 而且记录了各辨社会义务 ；

活动 、 资格谊 、 获奖经历及品行等情况 。 从而使高中生的学业成绩不仅仅通过髙

考成绩来评价 。 ２００４ 年 ， 韩国人力资源部公布 《关于实现学校教育 良性发展酌

２００８ 年度大学招生制度改善方案 》 进一步指出提髙学生生活记录薄在招生中 的

反应比重 ， 并对其成绩采取相对评价方式 。 用 ９ 个等级制按 比例区分学生生活记

录薄 ， Ｗ解决因绝对评价方式而出现的虚假成绩问题 。 并要求各个学校在记录薄

上认真记录学生的各种活动 ， Ｗ作为遽选的依据 。

２００９ 年底 ， 韩国教科部对第韦次教育课程改革重新修订 ， 将原来的富中阶段

的教学科 目 归纳为
＂

基础类
＂

、

－

探究类
＂

、

＂

文体类
＂

、

＂

生活教养类
＂

等 ４ 个类型 Ｉ

其中后Ｈ个类型便于高中生学业评价与特色课程直接发生关系 。 同时要求离中学

校需要在学生生活记录薄上认真记录学生的课外活动 、 德智体等方面有何特长

等 ， 为此 ， 高中学校要展开各种有特色的课程 、 活动等 ， 提高学校的主动性 。 为

？
杨启 亮 ． 走 出课程评价改革的 两难 困境 ［ Ｊ ］ ． 教育研究 ，

２ ０ ０ ５（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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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鼓励島中开展这些教育课程 ， 大学也要努力提富生活记录薄在招生中 的反映比

重 。

为 了落实高中学业成绩评价的公平性 ， 韩国借鉴美国等西方高等教育发达国

家的模式 ， 在大学 自 主招生中 引入入学查定官制 。 该制度是美国于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率先采用 的 ， 与 Ｗ往过于注重高考成绩的招生方式相 比 ， 入学查定官制更注

重考査学生的耐力 、 创造力 、 潜在能力和个人综合素质 。 送些查定官是各大学 Ｗ

自 身特性选拔人才为 出发点而招聘任用 的 ， 主要职责就包括审查和评价各种人才

选拔材料 ， 判断报名者是否具各入学资格 。 按照大学的招生录取考试方法和人才

选拔的考查侧重点 ， 查定官要对 申请者入学的高中毕业生能否入学进行判断和最

终决定 ， 不只负责对 自 主招生计划范围 内 的学生资格进行审查 ， 必要时也会参与

到其他类型的招生环节 。 此外根据每个大学实际情况的不同 ， 还要负责开发招生

录取考试方法 ， 或对已经入学的大学新生进行入学后的学业指导 、 管理 、 检测工

作 ， 帮助大学新生尽快完成角色转变 ， 适应新的学习环境 ， 调整学习方法 。 入学

查定官制有利于审查学生学籍档案的公平性 ， 有利于高中生生活记录簿客观有

效 ， 为全面而有效评价高中学生学业成绩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８２





第 四章 ； 髙中特色课程开发具体步骤


第四章 ： 高中特色课程开发具体步驭

任何
一

项课程的开发都不是
一件简单的事 ， 它涉及到课程开发的途径 、愿景 、

开发之前的规划 、 所涉及的机构人员及参与情况等等 。 纵观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

实践 ， 可Ｗ归纳为 下几个核也步骤 ：

—

、 背景分析

高中特色课程开发首先就要分析学校的背景状况 ， 大体上来看 ， 学校的背景

可Ｗ分为 内部环境分析和外部环境分析 。 通常情况下 ， 学校 内部环境包括学生情

况、 教师情况 、 学校课程现状 、 人文环境和历史传统等等 。

？

学生是学校课程开展首先要考虑的要素 。 高中特色课程的开发本身就是满足

学生多样化 、 个性化的 ， 只有切实地了解学生 ， 才能保证学校课程活动的针对性

和适应性 。 学生情况分析大体包括 ： 学校学生人数 、 家庭背景 ， 学生知识 、 能力 、

情感 、 兴趣等基本情况 。

教师情况分析 。 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离不开教师的参与 ， 特色课程的实施也需

要教师实际操作 。 学校在开发特色课程之前 ， 要对学校教师群体基本情况有所了

解 。 诸如教师年龄分布 、 学历 、 职称结构 、 工作负荷 、 学术专长 、 科研成就等 。

同时 ， 教师 自 身的性格 、 认知风格 、 价值观 、 情感态度及合作态度也是分析的范

畴 ， 便于 日 后特色课程实施中师资 问题能有效解决 。

学校课程的现有结构的分析指的是对学校现有课程结构的总体把握 。 虽然也

包括国家课程特色化的实施 ， 但总体上髙中特色课程定位于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区间 ， 因而 ， 有必要对学校现有课程体系做
一个分析 ， 了解相关的化方课程和校

本课程的 口类及数量 ， 了解这些特色课程有没有优化的可能 ， Ｗ及相关的 国家课

程特色化实施开展到哪
一

步 ， 送些都是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重要依据 。

学校的人文环境也是特色课程开发的
一

个重要组成部分 ， 送里的人文环境包

括学校的历史传统 、 校风建设乃至师生关系 。 从大的方面来说 ， 这些都是前在特

色课程的重要资源 ， 是学校潜在课程的重要体现 。 从小的方面来看 ， 也便于了解

学校的优势 ， 为开发高中特色课程打下 良好的基础 。

学校的外部环境包括时代发展的潮流 、 地域文化、 社区资源 Ｗ及政府政策和

家长的支持 。

①邢至哮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开发的 ７ 巧核 ？。技术 ［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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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 ， 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意识形态发生变迁 ， 现代社会全

球化 、 信息化推动学校课程变革 ， 髙中特色课程的开发离不开社会发展对髙中人

才培养改革的影响 。

地域通常指的是学校所处的地理环境有哪些优势的地方资源 、 人力资源 、 环

境资源和生活资源 ， 广义的地域应该包括社区 。 离中特色课程定位在地方课程与

校本课程领域 ， 地域中物质精神文化 、 活动文化 及相关人力优势资源甚至包括

自 然资源都是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重要源泉 。

了解分析Ｗ上的背景因素 ，

一

般可Ｗ采用 洲０Ｔ 分析态势 ， 即找出学校的强

项 （ Ｓ ｔｒｅｎｇｔ ｈ ｓ ） 和 不足 （ Ｗｅａｋｎｅ ｓ ｓ ） ， 从而发现高 中 特色课程开发 的机遇

（ ＯｐｐｏＵ ｕｎ ｉ ｔ ｉ ｅ ｓ ） ， 克服现有的危机 （ Ｔｈｒｅａｔ ｓ ） 。 如 Ｍ 市 Ｎ 大学附属中学从 １ ９９６

年开始就开始创办艺术特色教育 ， 历经十多年的发展 ， 学校的艺术教育 、 体育和

科技创新教育都得到 了较好的发展 。 依托学校送些背景 ， 该校开发出
一

系列 围绕

艺术 、 体育和科技的高中特色课程 ， 诸如陶艺课程 、 击剑课程 、 机器人等校本特

色课程 ， 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 培养了
一

大批特色人才 。

二 、 谏程愿景构建

学校的课程愿景是根据学校现状对学校课程未来发展的一种有远见的预

设或期待 ， 是在对学校背景因素进行 ＳＷＯＴ 分析的基础上加 Ｗ提炼整合而成的 。

学校课程愿景不能简单理解为校长 、 教师或学生的个人愿景 ， 它其实是整个学校

组织发展的共同愿景 。

构建学校的课程愿景是
一

项复杂的活动 ， 需要考虑学校组织 、 成员 、 外部

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因素并辅 Ｗ系统性的进展程序 ， 整个历程充满着思考 、 沟通 、

对话 、 综合判断和选择 。

一般情况下 ， 学校课程愿景是汇集学校组织成员 的个人

愿景而形成的 ， 它需要考虑 Ｗ下因素 ：

（

一

） 鼓励个人愿景 ， 相互沟通协作 。

髙中特色课程课程愿景应该建立在个人愿景的基础之上 。 就恃色课程建设的

目标来看 ， 它事实上是给师生双方提供 了
一

个个性他 、 多样化的发展平台 ， 课程

的 目 标若真正在课程建设中 的形成有效反映 ， 首先必须考虑师生的个人愿景 。 同

时 ， 个人愿景是从 自 己的价值观 、 自 己 内也深处发出 的 ， 是 自 己描绘出来并想要

实现的 ， 所Ｗ它可Ｗ真正激发
一个人的工作 、 学习动力 。 因此 ， 要想使学校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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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有共同的课程愿景 ， 全身也的加入到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中来 ， 鼓励组织中成

员建立个人课程愿景十分必要 。 这个过程 ， 学校可Ｗ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深度会谈 ，

了解并尊重个人课程愿景和对学校共同课程愿景的看法 。 相互沟通协作是个人愿

景转化为共同愿景的必经过程 。 在深度会谈中 ， 各个相关利益主体从 自 身 的角度

对个人、 学校的课程愿景各抒己见 ， 有可能会出现意见相惇的状况 ， 这就需要各

方协商 ， 综合各方意见 ， 最终选取大家都满意的课程愿景方案 。 通过分析综合 、

概括总结将各种不同的个人课程愿景上升到集体认同的课程愿景 。 如 Ｍ 市外国语

学校为 了满足学生学习外国语原声语言环境的愿望 ， 学校开设了
＂

英语午间餐
＂

特色活动课程 ， 利用 中午午休时间 ， 每周为在校学生放映英文原版经典电影
一至

两次 。 这样的特色活动课程既不 占用学校固有的其他相关课程的时间 ， 也通过视

听手段让学生感受到经典电影的艺术感染力 同时培养了学生在原声语言环境中

外国语的听力水平 ， 也充分考虑到特色课程主体学生和教师的实际情况 ， 可 Ｗ说

一

举两得 。

（二 ） 团队学习 ， 系统思考

当学校組织的相关各方初步达成课程愿景后 ， 不是有学校领导直接下达 ， 而

是组织学校成员进行团队学习 ， 倾听不同的人员对该课程愿景的观点 ， 让课程愿 ’

景真正进入每个相关者的也理 ， 为 日后的课程实施打下坚实的基础 。 療龄听学校

组织其他成员对特色课程愿景的看法后 ， 学校还应针对这些想法 ， 系统的建立学

校特色课程的图景 。 所谓系统思考课程愿景 ， 指的是不单单就某项课程的意义和

实施进行讨论 ， 而是整体的看待学校的特色课程建设体系 ， 尽量避免高中特色课

程碎片化的 、 蔓延化的 问题 ， 并努力让所建立起来的高中特色课程能较好的敲入

学校课程体系 ， 为这些课程还能有进
一

步发展提供空间 。 如 Ｍ 市外国语学校在全

面征求学校师生意见的前提下 ， 颁布了 《外国语课程Ｈ年实施方案 》 ， 确立高中

学生的培养 目标 ， 除了学业考试整体成绩位于公办高中 中上游水平 Ｗ外 ， 还明确

了学生应具备终身学习外国语语言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 具有应用外语获取信

息 、 处理信息 、 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Ｗ及跨文化意识和 国际视野 ， 能阅读

简单原版外文著作 ， 具有
一

定的外语交往沟通能为 。 在课程设置上 ， 该校除必修

课程依据国家课程开设译林出版粗的牛津髙中英语六个模块Ｗ外 ， 还开设了
一

系

列的外语活动课程 。 渚如英语午间餐 、 外语歌 曲大赛 、 英语课本剧 、 英语文化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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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书法 、 夏令营及外企实习等 。 同时也开设小语种课程选修 ， 目前该校有 日语、

韩语及意大利语Ｈ种小语种选修课程 。 学校的课程方案充分体现了
＂

特色办学 、

和谐发展 、 外语见长 、 全面发展
＂

办学理念 。

（Ｈ ） 清晰明确的表述

学校的特色课程愿景是学校组织的整体行为的体现 。 从愿景的形式而言 ， 这

可能是简洁的 、 意象性的 ， 具有激励学校组织成员且有长期的方向指导性 。 愿景

的陈述必须是通俗易懂和生动明 了 的 。 最好是用师生员工认同的语言且具有鼓舞

性和感召力 。 这更能让他们相信并积极融入的课程建设中去 。 同时 ， 课程愿景的

描述要具有独特性 ， 要能体现学校的文化底蕴 。 特色课程的愿景是一个学校根据

自 己的 自 身优势的表现 ， 它本质上是独特的和与众不同的 ， 也是集聚众人智慧总

结确立的 ， 因而 ， 清晰明确的表述展示了它的巧盛的生命力 。 如韩国大 田科学英

才学校Ｗ
＂

四 品
＂

作为该校课程愿景的表述 ， 分别是学品 （专口知识及技术 ） 、

人品 （关也 、 分享 、 伦理意识 ） 、 艺品 （艺体将长 ） 、 技品 （广告计划书 、 创意设

计 ） ， 明确概括了该校学生成长模型 。

Ｈ、 课程 目标的厘定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有其独特的教育 目标 ， 广义的角度来看特色课程的 目标 ，

国 内大多数学者都有共识 ， 也就是髙中特色课程是为 了满是学生个性化 、 多样化

的发展 。 问题是 ， 这样的
一

个课程 目 标的范围究竟包括哪些 内容 ？Ｗ往的高中课

程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考虑课程的设置 ，

一

是升学 ，
二是就业 ， 但现代社会的飞速

发展 ， 需要的人才越来越多种多样 ， 仅仅靠这两个 目标 己经无法满足社会乃至个

人发展的需要 。 高中毕业生还面临着一个可持续发展的 问题 ， 即如何能依照 自 己

的兴趣和个性在离校后依然能找到适合 自 己的人生坐标点 。 因而 ， 高中特色课程

的开设的意义就是为 了让学生能个性化 、 多样化的找到 自 己发展的途径 。 有了送

样的课程 目标定位 ， 高中特色课程 目标的范围就不能过于狭窄 。 既要重视认知能

力 的培养 ， 也不能忽视睛感 、 态度和价值观培养 ； 既要强调专业技能的掌握 ， 也

需关注非专业的
一

般能力 。 既要考虑升学和就业 ， 也要重视学生个性化的可持续

发展 。 同时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 目标也要兼顾学校办学特色的需求 。

（

一

） 髙中特色课程 目标的 内容

１ ． 从学生的角度来看 ， 高中特色课程就是为 了满足学生个性化 、 多样化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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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需求 。 学校特色课程的开发在一定程度上是从学生的个别差异角度考虑 ， 提供

的符合个人需要的多样化课程 ， 它将学生的兴趣爱好 、 个性特点 、 班级生活 、 乡

±文化 、 学校活动 、 社会实践甚至研究性学习都纳入到特色课程的 内容中来 ， 其

目 的就是为每
一个学生提供有助于个性解放和个性成长的经历和经验 ， 重视人的

存在 ， 让学生在学校课程环境中 ， 成为
一

个 自我建构 、 自我实现的完整的人 。 另

一方面 ， 考虑到学生兴趣和需求的渐次分化 ， 髙中特色课程还应为学生提供多样

的可选科 目 ， 使每个学生各得其所 ， 各展所能 ， 适应个人 、 社会和未来的需要 。

２ ． 从教师的角度来看 ， 为满足教师专业化成长的诉求 。 制度化的课程开发 ，

教师往往成为课程的忠实性执行者 ， 教师没有真正的课程开发参与权 。 髙中特色

课程的开发 ， 培养了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与能力 ， 其开发课程意识 、 课程资源利

用意识 、 课程的设计能力 、 评价能力都在悄悄的发生变化 ， 教师在享受课程参与

建设过程的同时 ， 也真正拥有了 自 己的课程主张 ， 形成了 自 己的课程系列并进
一

步实现了 自 己的课程做法 。 特色课程开发的过程从专业的角度来看 ， 它有助于教

师专业素养的提髙 ， 从教师 自 身 的个性化角度来看 ， 也有助于教师充分发挥 自 身

特长及合作意识 ， 特色化的完善课程的实施过程 。

３ ． 从学校发展的角度看 ， 它是一个学校文化与 内涵建设的要求 。 每所学校的

发展都有其 自 身 的文化特色 。 学校文化是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积淀而形戚的全校师 ，

生员工的教育实践活动方式及其所创造的成果的总和 ， 包含物质文化 、制度文化 、

精神文化和行为文化 。 其核也就是精神文化中 的价值观念 、 办学思想、 ， 教育观念

及群体意识等 。 它是学校潜在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学校特色课程的支撑 。

同时 ， 离中特色课程设计 ， 要考虑学校长远发展 目 标 ， 结合学校的历史传统 、 现

实条件 、 学生特点加 Ｗ规划 ， 形成学校特色 。 利用好学校文化送
一特色课程资源 ，

可Ｗ聚合相关的优质文化 内涵 ， 覆盖 自然 、 科学 、 人文 、 社会 、 科技 、 艺术 、 生

命和健康等领域 ，

一

方面 ， 打造了学校办学特色和教育个性 ， 提高了学校的竞争

力 。 另
一

方面 ， 多 口类的特色课程的开设 ， 也迎合了学校培养多样化 、 个性化人

才的需要 。

（二 ） 髙中特色课程 目标设计的原则

有了高中特色课程的 目标内容还需要有课程 目标的设计原则 。 高中特色课程

目标的设计可Ｗ遵循Ｗ下原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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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 可行性 。 髙中特色课程 目标设计不是凭空想象的 ， 它是建立在关照学生 、

了解学生并对学校可用的课程资源做相应的理解 ， 和学生Ｗ及课程相关人员共同

协商后达成的共识。 课程 目标首先要考虑学生的知识基础 、 能力 、 兴趣和个性 ，

脱离学生实际的特色课程 目标不但不能达到最初设计课程的初衷 ， 还有可能造成

学生的负担 ， 起到相反的作用 。 学校可用 的资源是特色课程设计必须要考量的 ，

实事求是地挖掘地方与学校的课程资源 ， 才能让学生真是的感受到特色课程和他

们 自 身 的关联性 ， 并积极投身于课程的学习之中 。 没有可行性作为保障 ， 特色课

程的有效性无从谈起 ， 自然也就失去了课程本应具备的价值 。

２ ． 具体性 。 具体性原则指的是表述离中特色课程 目 标时 ， 应力求明确 、 具体 ，

符合学习者的实际要求并具有可操作性和可检验性 。 如果含混不清 ， 就难Ｗ理解

和把握 。 设计者应根据课程标准的要求 ， 深入分析和处理教材 内容 ， 明晰学习者

的认知结构 ， 把握其实际水平 ， 熟悉其生活阅历 、 兴趣 、 习惯等方面 ， 尽量使课

程 目 标的 内容序列化 ， 使课程与教学 目标细致化 、 具体化 ， 做到明确具体 ， 能够

观察 、 测量和操作 。

３ ． 层次性 。 髙中特色课程建设过程重要考虑到课程的逻辑结构和也理结构 。

也就是说从课程横向角度来看 ， 所有特色课程科 目应该具备系统性和较完整的结

构性 。 特色课程不是零散的课程 ， 它需要Ｗ 自 身较为合理的结构融入到学校的课

程体系中去 。 需要准确的包围课程 目标 、 学段 目 标 、 学期 目标 、 单元 目标乃至课

时 目标的层次 。 注意每节课内 的 目标层次性 ， 把握好知识 目标 、 情感 目 标之间的

关系 。 还要考虑特色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的关系 ， 考虑在什么时间 、 按照什么样

的 比例来合理的安排高中特色课程 。 从课程的横 向侧面来看 ， 就是要让课程更好

的切合学生的也理 。 课程是
一

种循序渐进的活动 ， 不能期望学生能一下子达成教

育的最终 目标 。 学生的认知方面也是存有差距的 ， 所Ｗ在达成 目标的要求上也是

应该具有层次差异的 。 不同年级 、 不同的年龄段所要考虑的特色课程的 目 标应该

有层次性的不同 。

四 、 课程内容的设计

课程的 内容
一般来源于课程 目 标 。 高中特色课程的 目标既然定位于满足学

生多样化 、 个性化的发展 ， 定位于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两级课程范围之间 ， 那么

其在内容涉及上就必然要考虑在这个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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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内容设计的取向

按照国 内学者给髙中特色课程的定义 ， 特色课程可Ｗ分为校本特色课程 、

课程的特色 （课程实施的特色化 、 优质化 ） 、 课程特色组合方案 （既定课程特色

化重建 ） 。 比照这样的特色课程种类 ， 高中特色课程 内容上可Ｗ有下列取向 ：

１ ． 课程内容即学生社会生活经验 。 课程即生活 ， 这种取向的重点放在学生做

些什么 ， 而不是学科体系上 。 关注的不是向学生呈现什么 内容 ，
．

而是让学生积极

从事某种活动 ， 特别注重课程与社会生活的联系 ， 注重Ｗ学生的兴趣 、 需要 、 经

验为中介设计课程 。 髙中特色校本课程很多资源都是来源于学生的真实生活 ， 它

往往通过地域文化特色和学校历史传统来和学生实际生活接轨 ， 当然也有针对学

科文化特色来开发和学生相关的活动课程 。 所有这些关乎学生生活 、 涉及学生社

会生活经验的髙中特色课程应该归为潜在课程的特色化校本课程 。 如 Ｍ 市外国语

学校与
一些外资企业联系 ， 建立

一

些学校实施岗位 ， 让学生了解社会 、 服务社会 ，

在社会实践中培养运用外语交流的能力 。 如安排学 日语的学生到东风 日 产 ４Ｓ 店 ，

学韩语的学生到北京现代 ４Ｓ 店寒暑假社会实践等 。

２ ． 课程 内容即学生的学习体验 。建构主义认为 ， 知识来源于学习者 自我建构 ，

决定学习 的质和量是学习者 自 身而不是教材或教师 。 学习者之所Ｗ参与学习 ， 是

因为教育环境中某些特征吸引 了他 ， 学习就是对这些特征做出反应。 学习经验不

同于
一

口课所涉及的 内容 ， 而是指学生与外部环境的作用——体验 。 迭里的体验

最初在杜威的教育思想
＂

做中学
＂

中有所体现 ， 在其思想之中折射出两个原型敎

动的影子 ，

一

为手工艺活动 ，

一

为科学研究活动 。 关注的都是如何让学生通过从

事有真实意义的活动任务来获得有价值的体验 。 Ｗ此为基础 ， 我们可Ｗ把高中特

色课程内容从两方面加 Ｗ特色化的实施 。 有关科学研究活动我们可 Ｗ设计为相关

的研究性学习 。 学生可 ！＾围绕相关的共同关也的科学问题开展研究活动 ， 并在此

基础上形成初步见解 。 然后相互对彼此见解进行评点 、 质疑 、 改进、 丰富和汇总 ，

并延伸 出新的 问题 。这些活动大部分依托学科课程展开 ， 主要 内容包括经典阅读 、

真知真才讲座 、 项 目 设计 、 课题研究等 ， 旨在培养学生的阅读习惯 、 学习兴趣和

思考能力 ， 引导学生形成寻师问道的 良好习惯和创新思维方式 ， 不断挖掘 自 身潜

能 。 另
一

方面 ， 针对手工艺活动实践情境知识 ， 我们也可Ｗ通过实践性的活动课

程来加 Ｗ实施 。 但需注意的是 ， 实践情境知识Ｗ实践活动情境为依托 ， 但并不是

８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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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活动及其情境本身 ， 它仅仅是指蕴涵在其中 的知识 。 这些化巧经验体现在成

员 的交往 、 活动之中 Ｗ及他们用到的工具物品么中 ， 包括分工方式 、 王作流程和

相关规则等等 。 送两种研究型学习和实践活动的相关特色课程 ， 体现了高中特色

课程实施过程的特色化 、 优质化 。 如 Ｍ 市外国语学校创办中英双语广播电视台 ，

开设双语节 目 。 学生记者团用英语等采访来该校的外国友人 ， 鼓励学生在重大活

动中采用 中英双语主持 。 此外 ， 学校还开展冬 、 夏令营活动及文化教育之旅 。 这

些体验式的学习经历 ， 使学生感受到英语文化的氛围 ， 促进了学生在实践中运用

外语的能力 。

３ ． 课程 内容即学科知识 、 教材的活化 。 高中特色课程内容上不可能是传统课

程意义上的教材或学科知识 ， 但国家规定的Ｈ级课程体系中的国家课程也不能完

全说就可Ｗ排陈在特色课程体系之外 ， 尽管大部分学者把特色课程定位于地方课

程与校本课程区域之间 。 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
一是可Ｗ通过与特色化的地方或校

本课程建立某种联系 ， 把必修课程进行特色化的改造 ， 这其中包括教师对相关课

程的开发 。 同时也可Ｗ给予学生
一

定的选择空间 ， 有计划 、 有步骤 、 合理的安排

自 己的必修课程 ， 真正体现个性化的学习方案 ， 也就是
＂

学程
＂

。 对教材和学科

知识的活化 ， 本身就是高中特色课程重要的
一

个组成部分 。 如 Ｍ 市外国语学校为

了帮助学生学好外国语 口语 ， 学校组织力量 自 己编写 《校园英语一百句 》 、 《校园

意大利语一百句 》 、 《校园 日语一百句 》 Ｗ及 《校园韩语一百句 》 ， 鼓励学生在校

生活中 日常使用这些用语 。

（二 ） 课程内容组织原则

高中特色课程必须融合到学校课程体系之中才有实际意义 ， 送涉及到课程 内

容的组织原则 。

１ ． 整合性原则 。 鉴于髙中特色课程涉及到的范围 比较广 ， 有学生的兴趣 、 生

活和校园文化各个方面 ， 有必要对学校的特色课程进行相应的整合 。 目前比较多

的做法就是模块化课程的设计 。 就是将巧关联的特色谏程统整到
一

定的模块系列

下 ， 并根据模块来开设学校的特色课程 。 这里的模块没有固定的标准 ， 各个学校

可 Ｗ根据 自 己的需要和学校的特点来加 Ｗ组织 。 模块化的 内容设计应便于在
一

个

相近的课程框架 内组织课程 内容 ， 同时也便于学生选择适合 自 己的课程 。 整合的

模式可Ｗ有知识统整 、 经验统整Ｗ及社会统整 ， 可Ｗ在
一

定的主题性 内容下来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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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课程内容 。 高中特色课程的选择性和学生学习 的个性化方案必须建立在模块化

的课程组织基础之上 。

２ ． 逻揖顺序和也理顺序 。特色课程 内容涉及面广 ， 有国家课程的特色化实施 、

地方课程的开发Ｗ及学校校本课程的建设 。 这些课程 内容繁多 ， 如果不加细致的

组织 ， 可能会造成课程的蔓延现象 。 为此 ， 首先就要注意高中特色课程体系的逻

辑性 。 当前有些模块化选修课程已 出现课程内容条块分割 、 缺少联系的状况 。 但

没有知识的系统性 、 脱离实际 ， Ｗ及缺乏一定价值观念的课程是不可想象的 ，

＂

未

来课程必须是
一种系统 ， 尽管是

一

种新型开放系统
＂

。

？
课程模块化需要克服 目前

制度下的分离 、 片段化 、 刻板Ｗ及低期望状况 。 同时 ，

一些发展也理学家从人的

成长过程的角度 ， 也对课程组织的序列提出要求 ， 在发展理论看来 ， 学生的生理

的 、 社会的 、 理智 的 Ｗ及情感的发展 ， 都是按
一

定顺东由 内部加 Ｗ调节的 。 因此 ，

课程 内容的组织必须顾及学生发展的阶段 。 考虑到学生的也理特点来组织课程 内

容 。

五、 课程评价的改变

高中特色课程评价的 内容涉及到很多方面 ， 纵向上看 ， 包括特色课程开发的

情境和 目 标定位的评价 、 特色课程方案的可行性评价 、 特色课程实施过程的评价

Ｗ及实施效果的评价 ； 横 向上看 ， 包括特色课程方案本身 的评价 、 教师课堂教学

评价 及学生学业成就评定等 。 评价的 目 的都是为 了保证高中特色课程实施的质

量 ， 提高特色课程的 内涵品质 ， 更好地满足学生发展的需求 。 我们按照高中特色

课程建设的Ｓ个阶段 ， 分别从高中特色课程开设实施前 、 实施中和实施后Ｓ个过：

程阶段来阐述高中持色课程的评价的改变 。

（

一

） 特色课程实施前的评价 。

一般来说 ， 这个阶段的课程评价可为
＂

背景评价
＂

和
＂

输入评价
＂

。

？
前者包

括界定学校的背景 ， 确认课程建设的服务对象并评估其需求 ， 确认课程满足需求

的可能方式 ， 诊断需求所面临的 问题 ， Ｗ及判断 目标是否能响应 已知的需求 。 背

景评价 旨在提供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依据 。 后者是对实现课程 目 标所需要而且可

Ｗ得到的条件所进行的评价 ， 是对课程实施可行性的评估 。 它涉及的 问题有 ； 实

？

麦克 ．扬 （ Ｍ ｉ化ａ ｅ  １Ｙｏｕｎｇ）
， 谢维和 王晓 阳

， 译． 未来课程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０ ３ ：１ ０ １ ．

？

邢至巧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开发的 ７ 项核切技术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版社 ２ ０ １ ３ ：１ ４ ６

９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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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课程 目 标的可能性 ： 各种方案的潜在成本 ； 课程优势与劣势 ， 课程资源可获得

性Ｗ及课程伦理问题 。 无论是高中特色课程的
＂

背景评价
＂

还是
＂

输入评价
＂

，

都
一

改Ｗ往课程建设中绝对集权的模式 ， 特色课程不再是教育部口 、 学校领导

及学校组织中部分人的事情 ， 高中特色课程真正体现了全员参与 ， 与学校教师 、

学生息息相关 ， 让特色课程成为学校所有相关人员 的生活
一

部分 。 特色课程实施

前的系统调查 、 分析 、 访谈 、 座谈的方式 ， 也改变了长期课程建设过程中教师 、

学生是课程建设之处
＂

局外人
＂

的角色 。

（二 ） 特色课程实施中的评价 。

也可Ｗ指
＂

过程评价
＂

， 送一阶段评价 ， 主要是描述特色课程实施过程 ，

从而确定或者预测课程实施中存在的 问题 。 比如 ： 有关活动是否按预定计划得到

实施 ； 是否在 Ｗ有效的方式利用现有的课程资源等 ， 从而为课程开发者提供修正

课程的有效信息 。 这些信息应包括 ： 学生选课情况、 学生学习情况 、 教师的意见

和建议 、 校本课程开发的配套措施情况 、 教学 目标 、 教学 内容 、 组织实施的策略

等 。 这一过程评价首先改变了 Ｗ往仅限于师生主体的局限性 ， 评价改为 多主体动

态协同评价 ， 由多个主体参与进行 ， 包括学校课程委员会、 教师 、 学生 、 家长等 ，

决策者可Ｗ从中获得丰富的评价信息 。 其次 ， 评价的方式也不再是Ｗ往终结性评

价一－考试为主导 ， 过程性评价诸如描述性评价 、 故事评价 、 个案评价和研讨评

定法都是重要的评价特色课程的方法 。

？

（Ｈ ） 特色巧程实施后的评价 。

也指
＂

成果评价
＂

。 这一阶段的评价主要是测量 、 解释和判断课程的成效 。

具体的做法就是收集
一些与结果有关的描述和判断 ， 把它们与背景 、 输入、 过程

Ｈ方面的评价联系起来 ， 对课程的价值和优点做出判断与解释 。 这一阶段的评价

主要是由结果性评价走向过程性与结果相结合的评价 ， 由外部评价走向 内部和外

部评价相结合的评价模式 。 Ｗ往高中学生学业评价往往通过高考这
一

单
一

的模式

来决定 ， 高中Ｈ年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似乎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是学业优秀的象

征 ，

一

张离考试卷可Ｗ衡量一个高中生Ｈ年的课程学习 。 送种结果性 、 终极性评

价其实有着 自 身的缺点 ， 因为无论如何单凭
一

张试卷来测试
一

个学生兰年课程学

习情况很显然是有失偏颇的 。 正确的方式应该是综合考量
一

个高中学生Ｈ年各方

？邢至巧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开发的 ７ 巧板心
＇

技术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 大学 出化社 ２ ０ １ ３ ：１ ４ ６

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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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学习情况 ， 由单一依靠外部评价的高考模式逐步走向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

（学生成长袋记录 ） 相结合的方式 。 ２０ １ ４ 年国务院下发 《国务院关于深化考试

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 ４ ）３ ５ 号 ）
， 指出坚持育人为本 ， 遵循教

育规律 。 把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才作为改革的 出发点和落脚点 ， 扭转片面应试教

育倾向 。 并提出综合素质评价主要反映学生德 、 智 、 体 、 美全面发展情况 ， 是学

生毕业和升学的重要参考 。 要求建立规范的学生综合素质档案 ， 客观记录学生成

长过程中的突出表现 ， 注重社会责任感 、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 主要包括学生思

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特长 、 社会实践等 内容 。 探索基于统
一

島考

和高中学业水平考试成绩 、 参考综合素质评价的多元录取机制 。 要实现新的评价

机制的形成 ， 全面而多角度地完成对一个合格高中毕业生的评价 ， 真正改变一考

定终身 的片面的评价体系 ， 高中特色谏程无疑是最好的途径 。 因为要涉及思想品

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兴趣特长 、 社会实践等 内容只有通过建立较为完整的

髙中特色课程才可能在实践中得Ｗ体现 。 但问题是 ， 如何建立起与高中特色课程

相配套的成果评价方式 ， 如何实施高中生的成长袋记录 。 目前当务之急就是改变

现行的高考评价制度 ， 增加高中生成长袋记录的权重 ， 给高中生更多的个性化表

现的机会 。 韩国高中高考评价模式值得我们借鉴 ， 它主要通过大学能力考试 、 学

校生活记录薄 、 论述 、 推荐信 、 面试并行来考查一个学生的综合素质 。 同时为 了

相对公平还设置了入学查定官制度 ， 更注重考查学生的耐力 、 创造力 、 潜在能力

和个人综合素质 。

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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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 髙中特色课程配套措施

一

、 商中特色谋程政策支持

课程政策是指国家教育行政主管部口在
一

定社会秩序和教育范围 内 ， 为 了

调整课程权力 的不同需要 、 调控课程运行的 目 标和方式而制定的行动纲领和准

则 。 课程政策规定着课程的性质 、 关系 Ｗ及课程的决策 ， 制约着课程的设计和设

施 ， 对整个课程的改革有着重大影响 。它是在不同的价值取向指导下的政策行为 ，

不同的课程政策取向 ， 制约着人们确立不同 的课程政策 目 的 、 采取不同的课程政

策模式乃至确定不同 的课程政策 内容 。

？

在课程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 课程政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 ， 纵观世界各国高

中课程政策变化 ， 主要集中在课程开发均权化 、 课程取向整体化Ｗ及课程 目 标多

样化 、 国际化和个性化等等 。 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与一个国家的政治体制有着 内在

的关联 ， 从世界范围来看 ， 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国家 ， 在政治体制上都

存在两种倾向 ， 集权化与分权化 。 相应地 ， 在课程行政管理体制上也存在送两种

倾向 。 中 国
一

向有课程离度集权化的传统 ， 但随着当今课程发展的趋势 ， 也开始

重视地方和学校课程开发的 自主权 ， 正是在这样的
一

种趋势下 ， 高中特色课程建

设才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 我国的课程政策也相应做出
一

系列调整 。

（

一

） 国家课程政策引领 。

从宏观上看 ， 国家改革开放政策 自然是引领学校变革的总政策 。

？
早在上

世纪末 ， 为 了使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能更好的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 ， 巧９９ 年国

务院发布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 （ ［ １ ９９９ ］ ９ 号 ）

和 《 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 （ ［２００ １ ］ ２ １ 号 ） 两个文件 ， 大力推

进基础教育改革 ， 调整课程体系 、 结构和 内容 。 并进
一

步指出 ， 为使学生在普遍

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个性的发展 ， 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 ， 在开

设必修课的同时 ， 设置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 。 选修课程要有
一

定的层次性和选择

性 ， Ｗ利于学生获得更多 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 ， 为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 、 实践能

力和创造能力打下 良好的基础 。 ２００３ 年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 （ 实验 ） 》 （教基

？
邢至巧 ， 韩立茶 特 色课程 ８ 问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

张 乐天 ． 基础教育学校变革的政策审思 ［ Ｊ ］ ． 义旦教育论技 ，
２ ０ １ ２（ １ 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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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３ ］ ６ 号 ） 把高中教育的培养 目标定位于 ： 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
一

步提高国

民素质 、 面 向大众的基础教育 。 并在高中课程改革的 目标中 ， 指出要适应社会需

求的多样化和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 构建重基础 、 多样化 、 有层次 、 综合性

的课程结构 。 强调学生多样化 、 个性化的发展的课程被提上议事 日程 。

２００９ 年 ３ 月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和美国安生文教交流基金会共同举办

的
＂

中美高中特色办学研讨会
＂

在北京召开 。 中美两国专家和近 ４００ 名普通高中

校长 ， 就如何举办有特色 、 窩质量的普通高中进行了广泛深入的研讨 。 时任教育

部副部长陈小烛出席会议并讲话 。 她指出 ， 特色办学是普通高中教育更好地服务

经济社会发展 ， 服务人的发展需要的必然要求 ， 符合学生的成长规律 ， 符合教育

规律 ， 也体现了素质教育的要求 。 离中是学生个性和才能显露与发展的关键阶段 ，

特色办学才能适应学生的个性发展 ， 才能为各种人才的成长开辟不同的道路 。 特

色学校既是个性化学校 ， 又是多样化学校 。送次会议不仅是
一

次大型专题研讨会 ，

也是建设高中特色学校项 目 的启动会 ，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院将通过 目 引领 、

科研推动 、 区域协作 、 共同发展
＂

的创新机制 ， 大力推进高中特色学ｆｃ的建设 。

①

２０ １ ０ 年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明确

指出 ， 普通商中类型单一 、 办学特色不足 。 我国商中教育的办学模式与管理模式

一直在探索之中 ， 但千校一面的 问题仍然存在 ， 高中阶段教育办学模式单一 ， 行

政命令 、 计划经济痕迹明显 ， 缺乏办学特色 。 管理基本上依然 Ｗ直接的行政命令

为主 ， 在政府与学校的权责没有清晰界定的情况下 ， 普通高中学校办学 自主权的

获得依然异常艰难 ， 政府对学校实行
＂

千校一令
＂

的局面 ， 阻碍了普通髙中体制

多样化 、 办学特色化的发展 。 提出支持普通高中学校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 鼓励

学校在国家课程方案的指导下 ， 应根据 自 身定位和本地实际 ， 努力建设涵盖国家

课程 、 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 涵盖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 ， 涵盖常规课程与特色课

程的学校特色化课程体系 ， 多角度入手 ， 规划符合办学 目标和培养 目标的特色课

程 ， 发展学校的办学特色 。

综上所说 ， 国家层面上的课程政策是在引领高中特色化办学 ， 改变离中 同

质化现象 ， 并积极提倡在各个髙中建设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
办好特色 高 中 ， 提高 高 中教育质量 ｍ ． 大学 ． 研究与评价 ． ２ ０ ０ ９ ， （ ０ ３ ）

９５





第五章 ： 髙中特色课程配套措施


（二 ） 地方课程政策的支持 。

高中特色课程定位在国家课程方案的指导下 ， 应根据 自 身定位和本地实

际 ， 努力建设涵盖国家课程 、 地方课程与校本课程 ， 涵盖显性课程与隐性课程 ，

涵盖常规课程与特色课程的学校特色化课程体系 。 在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下 ， 没

有相关政府部 口 的领导 、 协调和支持 ， 学校难Ｗ获得强有力的发展动力和 良好的

资源条件 ， 只有在政府的统筹协调下 ， 才能在
一

定区域内 为大多数儿童青少年潜

在优势和兴趣爱好的发展提供理想的资源条件和机会 。

０
上海市为 了顺应此项课

程国家政策 ， 于 ２０ １ ０ 年 ９ 月发布 《上海市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明

确指出 ， 今后十年上海市要推动髙中多样化和特色化发展 ， 增强普通髙中的开放

性和选择性 ， 最终形成
＂

高质量 、 多样化 、 有特色 、 可选择
＂

的发展格局 。 上海

市黄浦区更是抓住上海市 ２０ １ ０ 年在全市开展的
＂

提升中小学 （幼儿园 ） 课程领

导力行动研究
＂

（沪教委基 ［２０ １ ０ ］ ３３ 号 ） 文件的契机 ， 提出 了全区特色课程建设

的 １ ０ 条建议 ， 将师生的课程诉求通过政策文本形式表达出来 。 该建议内容涉及

到学校课程方案的研制 、 课程资源的利用 、 特色课程的设计 、 特色课程的实施 、

特色课程的评价 、 特色学科的建设 、 特色课程的研修 、 特色课程的审核 、 特色课

程的共享Ｗ及特色课程的保障 。

？
全区中小学 （幼儿园 ） 许多教师长期坚持参与

特色课程建设 ， 为 了对课程 内容 、 课程建设时间 、 课程文本资料的组成 （包括课

程纲要 、 校本教材 、 教学案例 、 教学成果 ） 严格要求 ， 上海市黄浦区 自 ２００９ 年

１ １ 月起展开黄浦区中小学特色课程 申报和认定工作 ， 规范 了 申报和认定的范畴 。

同时还出 台 了 《上海市黄浦区中小学特色课程实验管理办法 》 ， 探寻了特色课程

共享制度 ， 进
一

步明确 了特色课程经费保障 （ 区 、 校两级经费 ） 和特色课程实施

技术保障 （ 区教育学院协调 ， 整合学校 内外信息技术设备和设施 ， 对特色课程提

供技术保障 ） 。

（Ｈ ） 学校课程政策的保障 。

无论是国家还是地方课程政策 ， 都必须经过学校课程政策方可 落到实

处 。 从某个角度来看 ， 学校课程政策是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最基础的保障 。 上海市

育才中学本着Ｗ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 ， 致力于在贯彻国家课程理念的 同时 ， 通过

十多年的探索 ， 基本打造出富有育才特色的课程结构体系 。 从育才课程体系构建

？

傅维利 ． 论 当代基础教育的特 色化建设 ［
Ｊ ］ ． 教育研究 ，

２ ０ １ ４（ １ ０ ）

？

邢至巧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 ： 机制 与 方略 ［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１ ２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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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挥着历程看 ， 可 ｔｕ分为三个阶段 ， 即初创阶段 、 调整阶段Ｗ及再造阶段 。 学校

从 １ ９９８ 年 ４ 月 开始酝酿课程改革方案 ， 经多次专家论证 ， 形成了学校的课程政

策 《育才中学课程设置整体方案 （试行 ） 》 ， 并在 １ ９９９ 年 ９ 月 开始实施 。 根据实

施情况 ， 在 １ ９９９ 年 ， 两次对学校的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分别进行了微调 ， 形成

了Ｗ必修课程 、 选修课程和 自主活动课程为主要组成部分的课程体系 。 不同的课

程各司其职 ， 既落实国家课程的基本要求 ， 又为学生提供了更广阔 、 自主的选择

与发展空间 ， 且兼顾了每位学生的个性发展 。 ２００ １ 年 ， 随着 《上海市普通中小

学课程方案 》 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相继制定 ，
二期课改正式开始 。 育才中学进入了

学校课程体系调整阶段 。 学校把课程体系建设重也摆在提高选修课程质量和完善

自 主活动课程的管理上 。 重点扶持若干特色学校课程 ， 并逐步形成有育才特色的

修身健体 、 知识拓展 、 综合科研、 社会实践Ｗ及应用技术五大类学校课程群 。 但

课程设置还是考虑学科本身过多 ， 而考虑社会发展 ， 特别是考虑学生的发展远远

不够 。 从 ２００９ 年开始 ， 育才中学总结 、 反思十年办学经验 ， 酝酿新
一轮课程改

革 ， 学校Ｗ 《上海市普通中小学课程方案 》 为依据 ， 再造了新的课程体系 。 关键

就是从应对高考走向服务于每一位学生的终身发展和学校特色化的髙位发展 。 学

校的课程Ｗ课程 内容 、 课程水平和课程休息期限等的多样性和可选择性 ， 适应学

生发展的个性化需求 。 学校开发了身也修炼 、 人文研究 、 科学探索 、 国际理解和

技术应用 ５ 大类校本课程群 ， 这 ５ 类课程的 目标定位更清晰 ， 更指向培养有育才

特色的学生 ， 分类也更为合理 。

？
通过建立起来这种融通立体的特色课程体系 ；，

静态上为学生 自我发展奠定了基础 ； 同时 ， 课程 良好的组织和实施 ， 在动态上保

证其灵活性 ， 充分彰显了学生的主体地位 。 从育才中学特色课程体系建设的发展

过程 ， 我们可 Ｗ 了解到学校课程政策对培育高中特色课程体系有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 它是学校特色课程建设有力的保障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师资建设

髙中特色课程虽然包括国家规定的课程特色化实施 ， （课程的特色 ） 但主要

还是倾 向于地方谏程和校本课程的开发 （特色课程 ） 。 无论是哪
一

种课程模式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都离不开教师的作用 。 国家课程特色化实施需要教师最终去落

实 ， 特色课程的开发更需要教师积极参与 ， 开发适合学生发展和学校教育 目 标的

？

陈青玄 ． 段力佩与育才 中 学 的 ］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０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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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化课程体系 。 可Ｗ送么说 ， 教师在特色课程的孕育 、 发展与成熟过程中发挥

着很大的作用 。 特色课程开发 、 实施及管理都需要更多特色教师的成长 。

（

一

） 特色课程与特色教师关系

同样都是
＂

特色
＂

， 特色教师的
＂

特色
＂

与特色课程的
＂

特色
＂

是否存在关

联 ？ 意义是否一致 ？ 从意义上理解 ， 特色教师的
＂

特色
＂

多指个性化 ， 指教师具

有的独特的教育教学方法和教学风格 ； 而特色课程的
＂

特色
＂

意为独特 ，

一般指

独立的 、 有特点的 、 具体的校本课程 。 从字面上理解 ， 两者具有
一

定的相似性 ，

都含有区别于其他事物的风格 、 形式的意义 。 两者之间的关系主要表现在 ：

１ ． 高中特色课程离不开特色教师

特色课程离不开特色教师的原因可Ｗ从两个方面去把握 ，

一是高中特色课程

的开发需要
一

大部分有特色的教师参与巧支持 。 原因是这些教师往往处在
一

线 ，

对学生的需求和学校的特色有 比较全面的把握 ， 让他们参与特色课程的规划 、 方

案设计 、 课程内容选择乃至课程实施过程建设有利于高中特色课程开发更好地适

应学生和学校的发展 。 同时 ， 再好的特色课程也必须在实践中发现 问题再技术改

造 ， 这样的过程也必须有送些教师参与才能技术性反馈课程的信息 。 另
一方面 ，

特色课程设计是
一码事 ， 实施却是另

一

码事 ， 尤其是单
一

的学科特色课程 ， 没有

好的特色教师很难驾驭该特色课程 。 比如 Ｍ 市 Ｄ 县二中 ， 面对来 自新疆班的学生 ，

学校在开设美术特色课程上做足了功夫 。 首先总结 了在课堂渗透的 民族传统文化

资源有 ： 京剧脸谱制作 、 传统剪纸 、 皮影艺术 、 传统 民间图形图案欣赏 、 民间美

术的分类 、 中 国传统民间色彩、 传统陶艺制作 、

＂

龙
＂

的图形绘画 、 画像砖和画

像石欣赏 、 角色游戏之脸谱 、 蛋壳上的脸谱 、 民间喜字的剪法 、 中 国美术的辉煌

历程与文化价值 、 走进中 国古人的生活——衣食住行 、 古老的 中 国造纸术 。 教师

对这些资源进行分类整理 ， 针对不同年级组织有计划的课堂教学 。 预科阶段第
一

学期 ， 主要把京剧脸谱 、 剪纸 、 走近古人的生活 、 古老的造纸术 、 传统陶艺制作

等渗透在课堂教学 ； 预科第二学期 ， 可 皮影 、 传统图案图形欣赏 、 画像砖画

像石 、 角色游戏 、 蛋壳上的脸谱等为主进行课堂渗透 ； 高
一

年级主要是民间美术

分类等传统美术课堂欣赏为主 。 美术老师配合班主任 ， 进行班徽 、 班旗的制作 。

这样的美术特色课程如果没有熟知中 国传统文化的教师 、 没有对中 国 民间艺术 、

古代文化没有足够的造诣 ， 很难驾轻就熟 ， 把富有特色课程上得有声有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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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 ， 高中特色课程不仅仅指课程 内 容本身 ， 也包括课程 内容特色化的实施

过程 ， 其实就是课程的特色 ， 更需要教师个性化的特色彰显 。 特色教师个性化的

特色来源于 自 身 的特质 ， 是课程特色实施的必要保障 。 Ｍ 市 Ｄ 县二中地理教师 Ｙ

老师为 了让新疆的 同学直观地 了解祖国 的发展成就 ， 开设 了
一

节颇具特色的
＂

中

华疆±新晓连线
＂

（新指的是新疆 ， 院是安徽的简称 ） 研究课 。 在课程实施过程

中 ， Ｙ 老师匠必独运 ， 通过设置情境来介绍我国 的铁路建设成就 。 Ｙ 老师课堂上

提问 ： 假如毕业后 ， 我们大家建立了深厚的 同学感情 ， 新疆同学邀请我们去他们

的家乡去做客 ， 我们应该通过怎样的交通运输方式去呢 ？ 在同学们谈论之后 ， 教

师不失时机的提出我国铁路建设的成就 ， Ｗ 图表的形式 ， 直观地 向学生展示 了改

革开放Ｗ来我国铁路建设情况 。 该特色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在 内容选择 、 方案设计

Ｗ及情境导入等方面都体现了Ｙ 老师个性化的特征 ， 自 然课程取得的效果可想

而知 。 图表见下图 ：

１ ２０ｋｍ／ｈ巧既Ｅ线脱 ．２方公數
＊

 ？ 二
＊

＾ 其中化化阳化及Ｗ上 Ｌ４万公望 ．

Ｉ！



公。 、

， ｆ－

＇

兩

（ 资料来巧 于 Ｍ Ｄ^ 直三辛 老师
。

新疆班学科教学渗透 中 华优秀文化教育的研究
＂

课
＂

中 华疆上新晚连线
。

备课案 ）

２ ． 高中特色课程促进特色教师的成长 。

高中特色课程的开发
一

改 Ｗ往教师只是课程的忠实执行者送
一

角色 ， 真正让

教师成为课程的主体 ， 成为课程的研究者和开发者 。 教师通过课程设计 、 实施 、

评价 、 反思不断的获得特色课程实践能力 ， 进而使 自 己的专业能力 随之发展 。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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旦教师参与 了特色课程建设 ， 教师会面临新的教学观点 、 教学资源和教学策略的

挑战 ， 在理清思路 、 理解特色课程的过程中 ， 教师的教育理念得到 了提升 ； 同时

要开发新的特色课程必须关注 自 己的教育教学过程 ， 关注学生学习发展的动 向 、

自 己与学生的交流和互动的状况 ， 送便促进了教师专业技能的进步 ： 教师通过参

与课程编制 、 改编和巧价 ， 也会提高他们对 自 己和教育的理解 、 丰富其学科知识 ，

教师的视野不再局限于课堂 内 的教学 ， 而需要在更广阔的领域理解教育的真巧 。

可Ｗ这么说 ， 特色课程的开发推动了教师的专业化发展 ， 使普通教师发展为特色

教师 。 Ｍ 市 Ｄ 县二中在开设民族特色的髙中特色课程过程中 ， 教师成为课程的创

造者和设计者 ， 从
＂

不要拒绝对民族传统文化的吸收
＂

到
＂

从民族传统文化中汲

取营养
＂

成为教师的共同认识 ， 促进了教师对学科知识的重新建构 ， 有效地提髙

了教师的教学能力 ； 并学会了京剧脸谱的制作 、 学会了太极拳 ， 提升了 自 身 的民

族素养 ； 教师在研究过程中解化出校本课程 ， 如
＂

中 国古代数学史探趣
＂

、

＂

中

国古代剪纸探趣
＂

、

＂

民乐民歌欣赏
＂

、

＂

唐宋名篇赏析
＂

等 ， 促进了教师的专

业发展 。

（二 ） 特色教师的特质

那么 ， 要成为
一

名名副其实的特色教师要具备哪些特质呢 ？

１ ． 特色教师首先要有强烈的课程意识 。 课程意识主要是指教师的
一

种基本

专业意识 ， 属于教师在教育领域的社会意识范畴 。 它有时也可Ｗ指对课程的敏感

性与 自觉性程度 。 课程意识的 内容主要包括主体意识 、 价值意识、 资源意识 、 生

成意识 、 反思意识及合作意识 。 教师的主体意识是特色课程开发的基础和源泉 ，

特色课程开发往往源 自教师本身对生活的认识 、 对教育教学的感悟 。 教师只有 自

己把 自 己当作课程决策者的主体 ， 才能真正热也于特色课程的开发 ， 在特色课程

规划 、 设计 、 实施 、 评价及反思中充当主体 。 同时 ， 在设计之初就要有价值意识

和资源意识 ， 指导开设这样的特色课程 目标为 了什么 ， 并合理地利用该特色课程

的可行性课程资源 。 当实施相应的特色课程之时 ， 尚需教师的反思意识 。 不断地

在特色课程实施过程中找到相关的经验 ， 优化特色课程内容 ， 升华专业技能 。 优

化特色课程 内容也是生成意识的表现 ， 在特色课程教育实践中 ， 很多教师特色化

的创造性的实施本身就是谏程特色的一种表现 ， 也是特色课程持续发展的动力 。

２ ． 其次要有足够的爱也 、 耐也 。 髙中特色课程的 目 标其实就是为 了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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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 。 了解到这样的课程 目 标 ， 那么在特色课程 内容设计 、 实施及评价上 ， 特色

教师都应本着
一

切为学生着想的理念 ， 在特色课程 内容选择上尽量考虑到学生的

兴趣 、 爱好和个性特征 ， 充分考虑到每
一

个学生 。 要力求做到凡是学生専欢的 、

对学生发展有利的课程都是高中特色课程的首选 目标 。 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兴趣和

个性 ， 发现学生的长处 ， 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特色课程的共建 ， 在课程的共建过程

中增长学生的能力 。 同时 ， 在特色课程实施过程中要有耐也 ， 面对正在发展中 、

具有很大差异性的学生群体 ， 面对错综复杂 、 形式各异的教育情境 ， 特色教师要

有热爱教育 、 勇于实践的品质 。 明 白特色裸程建设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 ， 需要
一个

不断探索 、 失败 、 再探索的过程 。

３ ． 特色教师 自 身要有丰富的知识 。 逸里的知识主要指两个方面 ， 其一是特色

教师要有
一定的课程知识 。 Ｗ往的教师主要是课程的忠实性执行者 ， 只要按照国

家既定的课程实施 ， 无需关照课程的其他要素 。 新课程改革后 ， 教师不仅要成为

课程的实施者 ， 更重要的还要成为课程的开发者 。 也就是说 ， 教师要参与课程的

开发 、 设计乃至实施等
一

系列过程 。 高中特色课程本身就是在国家课程规定的框

架内结合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的
一

系列课程或课程群 ， 它需要教师从地方 、

学校甚至教师的特点出发来加Ｗ建设 。 特色教师必须具备收集特色课程资源 ， 设

计课程方案 、 评价和管理特色课程的能力才能完成该项任务 。 特色教师必须改变

Ｗ往教书匠的形象而真正成为
一

名课程研究者 。 其二 ， 这里的知识还包括特色教

师掌握的本学科知识。 任何一 口学科特色课程的开设都需要对该学科的前瞻性 内

容 、 学科的基本结构 Ｗ及学科的教学方法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 这样既便于特色教

师在特色课程开发的过程中能很快找到适宜的特色点 ， 同时也便于教师在总览该

学科知识的基础上 ， 驾轻就熟 ， 特色化的实施该学科的特色 内容 。

一

名成功的特

色教师 ，

一方面一定是课程的研究者 ， 善于反思总结 ； 另
一方面 ， 它

一

定也是某

学科课程的专家 ， 是一位教师专业技能搁熟的课程执行者 。

４ ． 特色教师还应具备探索创新的精神 。 创新精神是一个民族和 国家生存发展

的希望所在 ， 同时 ， 创新精神也是
一

个学校 、

一个特色教师不断发展的
＂

原动力
＂

。

特色教师的创新精神可 Ｗ表现在两个方面 ： 其
一

是在课程内容上有创意 。 特色课

程的开发需要教师全程参与 ， 这个过程中特色课程内容的选择和开发 ， 特别需要

教师的创意 。 比如 Ｍ 市外国语学校为 了让学校了解西方的
一些节 日 ， 在复活节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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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了制作彩蛋的活动 。 复活节彩蛋是复活节最重要的食物象征 ， 意味着生命的开

始与延续 。 如果仅仅制作彩蛋不能体现特色课程的创意 ， 设置此项活动的老师们

专注该特色活动的细节 ， 本来用
一根绳子围住学生展览彩蛋的专属区 ， 老师们建

议不太好 ， 后改做提示牌让学生 自 己 自 发爱护他们 自 己做的彩蛋 ， 随后发现这个

拆掉的绳子果然延伸 了该次特色活动课程的意义 ， 学生们 自 行组织起来提示保护

彩蛋专属保护区 ， 无形中也提髙了学生的公德意识和奉献精神 。 这样的
一

种创意

课程它的教育意义就在于学校生活无处不是课程 。 其二是特色教师在实施课程过

程中也需要创新的方法 。 特色教师在解决某
一

教育教学问题时往往不遵循固定的

程序和模式 ， 而是在具体的教育教学环境中 ， 根据实际情况去合理地组织教育教

学 内容和过程 ， 灵活地采取各种新的方式方法 ， 将 自 己的创造性蕴含于活动之中 。

５ ． 特色教师的合作意识 。 在特色课程开发的过程中 ， 有些特色课程是很难通

过教师的个体来完成的 。 诸如课程开发难度较大 ， 教师的个体不能 自 主承担所有

课程开发任务 。 或者 ， 当教师开发的特色课程要进
一

步上升到学校的
＂

特色
＂

，

抑或上升到更髙的区域化特色 ， 那么此时特色课程的开发就需要教师群体的合理

支持 。 还有另
一

种状况 ， 有些特色课程涉及到跨学科联合开发 ， 它是根据学科间

的不同联系 ， 育人 目标为依据 ， 寻找各学科的关联点进行的课程的统整和开发 。

特色教师在开发这类特色课程中 ， 需要根据不同学科的特点 、 教学 内容 、 育人方

式等相关信息 ， 各个学科互相融合 ， 从不 同 的角度感受课程要传授的生活经验和

学习知识 ， 提髙学生对学习 问题的认识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 当然 ， 与社会资源整

合的特色课程 ， 也需要特色教师走出校口 ， 发现对学生有用 的特色课程资源并与

这些社会资源形成 良性的互动 ， 开发出贴近社会 、 贴近学生生活的优质高中特色

课程 。上述Ｈ种情况都需要特色教师表现出 良好的合作意识 ， 因为只有通过合作 ，

才能形成群体参与特色课程建设的趋势 ， 才能集聚更多的人力 、 资源乃至想法 ，

便于高中特色课程具有旺盛的生命力 。

（Ｈ ） 高中特色教师的培养

高中特色课程的实施需要许多优秀的特色教师参与 ， 但如何培养成合乎特色

课程的特色教师 ， 这是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不容回避的 问题 。 要培养 出合格的特色

教师应从 下几个方面去考虑 ；

１ ． 转变教师的观念 。 教师的课程观念转变不是
一个线性的 、 简单的过程 ， 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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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复杂的 、 系统的过程 ， 它依赖于教师主观和客观环境条件的共同作用 。

首先应该转变的是教师的课程观念 。 Ｗ前教师一般把课程定位于学科或者学

科学习计划 ， 后现代课程观提出课程是
＂

跑的过程
＂

， 从某个角度来看 ， 其实把

课程的定义上升到学生在学校学习生活的所有经历 ， 学校生活无处不是课程 ， 只

有对学生成长有利的生活经验都是课程的有效资源 。 依照这样的课程观念 ， 离中

特色课程的开发可Ｗ涵盖学校学生的学习生活 、 校园文化 、 学科建设甚至社区文

化 ， 特色课程的资源得 Ｗ进一步延伸 。 教师的课程观念的改变有助于教师改变狭

隘的课程观念 ， 为特色课程建设打下 良好的基础 。

其次要转变 往教师
一

贯遵循的
＂

教师是课程忠实性执行者
＂

的惯习 。 由于

陈旧 的课程观认为课程是国家乃至部分课程制定者制定的 内容和规划 ， 所Ｗ教师

只是课程被动的执行者 ， 教师只要依照课程制定的方案和 内容 ， 忠实行的履行课

程方案 ， 教师对课程的规划 、 执行没有相应的发言权 。 新的课程观念改变了送种

观念 ， 它把课程的规划的制定 、 实施都纳入到教师的 日 常教育教学过程中 ， 让教

师不仅仅成为课程的执行者 ， 更是课程规划者 、 评价者和开发者 。 这种观念的转

变 ， 有助于教师课程开发作为 自 己 日常教育教学的一部分 ， 有助于教师在 日 常学

校生活中发现特色课程的资源并积极地巧发相应的特色课程 。 教师也真正成为课

程的主人 ， 更有效地规划特色课程的意义 。

最后是转变课程的评价意义并进一步提升对教育 内涵的理解 。 Ｗ前的窩中学

业课程评价大多数情况是为 了窩考和学生就业服务 ， 这样的评价窄化 ：ｒ窗中课程

的建设意义 ， 使得高中课程建设只是围绕离考有关科 目 ， 或者 Ｗ社会就业热点来

组织 ， 对学生个性的发展无暇关注 ， 很灭了学生的个性发展的教育意义 ， 让学生

成为考试或培训 的机器 。 目前国 内对Ｗ往过于重视选拔性评价的高考评价模式改

革之声不断 ， 国务院及教育部也下发了相关的关于高中学业考试评价的规定 ， 这

些规定 目 的是把 前重视选拔的终极性评价逐渐转化到注重综合素质的形成性

评价中来 ， 而要实现这样 目 标 ， 必须开发相关的与高中生素质相切合的富中系列

化特色课程 。 教师更要改变Ｗ往注重升学 、

一考定终身 的评价模式 ， 要逐步顺应

给学生建立高中学生学习生活成长袋记录的评价方式 ， 多方位、 多角度较为客观

地评价合格的高中学生 。

２ ． 搭建平台 ， 培养教师开发课程的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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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课程中 的课程观有别于传统的课程观念 ， 很多的特色课程可能来源于学

生的兴趣的生活本身 。 这需要开发这些课程的特色教师要有一定的课程开发能

力 。

一般说来 ， 教师的课程开发能力涉及到教育理念的思考 、 学校实际情况调査

研究 、 对学生实际需求和个性发展的关注 、 对社区课程资源的利用 Ｗ及编写特色

课程纲要 、 实施恃色谏程 、 评价特色课程等诸多的能力 。 要培养学校教师的这些

能力 ， 学校就需要搭建相关的平台 ， 鼓励教师参与特色课程开发 、 管理 。 比如学

校可Ｗ建立学校课程发展委员会或者学校课程开发领导小组 ， 让教师 、 学生乃至

家长和社区代表和学校领导
一

起参与特色课程开发工作 ， 保证特色课程开发的合

理性 。 同时学校还可 Ｗ通过专家引领的方式 ， 聘请高等院校的专家指导特色课程

的开发 ， 甚至直接走进课堂 ， 讲授特色课程 。 通过这些特色课程平台的建设 ， 强

化了教师的课程意识 ， 让学校教师了解了特色课程的 内涵和特点 ， 明确 了特色课

程设计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方法 。 并使全校教师对特色课程产生思想 、 观念 、 情感

上的认同 ， 形成具有共识性的特色课程的教育理念和改革 目 标 。

３ ． 发挥教师特长 ， 鼓励创新意识 ， 培养教师的合作意识 。

特色课程需要特色教师 ， 而特色教师首要条件必须具备一定的待长 。 每个教

师都有 自 己的专业特长和兴趣取向 ， 都有 自 己不同于他人的成长经历和社会阅

历 。 学校在开发特色课程的同时 ， 应该充分考虑到本校教师的特长 。 有的教师阅

历丰富 ， 他 自 身就有很多令人难忘的成长经历 ， 这些经历本身都是独特的 ， 也是

宝贵的课程资源 。 如果学校在开发特色课程过程中考虑到送些教师的特殊经历 ，

让他们有机会调出 自 己有价值的人生履历 ， 兴许这就是
一

口难得的特色课程 。 还

有部分老师才艺素养优秀 ， 他们的琴棋书画 、 体育健身等才艺技能也是学校需要

发挥的教师特长 ， 送些教师的特长如果学校把它应用于特色课程开发领域 ， 不仅

丰富和美化了学校教师的业余生活 ， 同时也给予学生个性化课程教育 。

特色课程的开发还需要学校鼓励教师的创新精神 ， 尤其是在特色课程实施过

程中 ， 教师的创新精袜尤其重要 。 比如为 了使新疆班的 同学更好地了解中 国传统

优秀文化 。 Ｍ 市 Ｄ 是二中开设了
＂

中 国传统优秀文化教育——唐诗
＂

送一特色课

程 。 唐代诗歌 内容丰富 ， 涉及面广 ， 要把这一课程建设好 ， 主讲老师 Ｈ 付出 了很

多的努力 ， 尤其在 内容和教学过程中分别进行了创新 。 首先 ， 他内容上本课程选

取了和学生生活相联系的唐代诗歌 。 诸如思乡 、 边塞等佳作 ， 这些诗歌容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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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疆来内地求学的孩子 。 像
＂

海 内存知 己 ， 天涯若化邻
＂

、

Ｗ

举头望明月 ， 低头

思故乡
＂

、

＂

大漠孤烟直 ， 长河落 日 圆
＂

等这些唐诗名句无不让新疆的孩子们勾起

思乡之情 。 同时 ， 相关的边塞诗歌也明确了 自 古 Ｗ来新疆送些地域就是中 国的疆

± 。 如 《送元二使安西 》 ， 安西指唐代为统辖西域地区而设的安西都护府的简称 ，

Ｗ此证明 了新疆和 内地 自唐代至今早就是有官方和民间的交往 。 这样的创新内容

涉及完全打破了唐代 Ｗ初唐 、 中唐 、 盛唐和晚唐为时期的诗歌分阶段的模式 ， 而

是抓住学生的兴趣和需要 ， 从地域和感情两个方面来选择特色课程的 内容 。 同时 ，

该教师还设计了
＂

连连看
＂

这样的游戏方式 ， 把诗歌名句和相关作家形成
一一对

应 ， 来考查学生对唐诗的掌握 。 整个的课程设计都充满了教师创新的精神 。

当然 ， 每个教师的个性 、 才艺乃至学科不尽相 同 ， 特色课程的建设需要每个

教师在发挥个性的 同时也要学会合作 。 如在开设
＂

文明之轴——从新疆管窥文明

相遇与融合
＂

这一特色课程中 ， Ｍ 市 Ｄ 县二中的 Ｚ 老师从 自 身地理学科的角度介

绍新疆的地理特征 （Ｈ 山两盆地 、 沙漠 、 绿洲 、 草原 、 高山 ） 和独特的文明样式

（绿洲文明 、 草原文明 ） ， 并进
一

步阐释中原与西域的文明之轴——博格达峰 （天

山 ） 。 送些内容都可Ｗ算是 Ｚ 老师得也应手的 ， 但接下来介绍的尼雅遗址 、 木雕

欣赏 、 于田喀拉墳佛像及相关文物 ！Ｍ及吐尔地阿吉庄园就不是 Ｚ 老师的强项 ， 所

扣 自课程准备之前 ， Ｚ 老师分别和历史 、 艺术教师进行了广泛的交流 ， 查阅很

多相关材料 ， 最终弄清楚中原和西域文明 的融合特征和相关物证 。 没有合作的同

事关系 ， 没有合作的地域资源 ， 特色课程在开展较大规模的活动 、 文化体验中可

能就会遇到较大的障碍 。

４ ． 引领教师培训 ， 创设适当的校园环境 。

特色教师的培训不同于
一般的教师专业化培训 ， 它更多 的是就教师的特色课

程建设能力来进行有计划的对特色教师的进行一系列的培养和训练 。 教师专业技

能培训更多的关注教师的学科持点课程教学理论 、 教育学 、 也理学基本理论 ， 它

有可能是政府行为 ， 也有可能是学校组织的 。 巧色教师的培训主要内容涉及到教

师的课程编制能力 、 实施能力 Ｗ及评价方法改变等方面 ， 它重点是要形成教师开

发特色课程的相关能力 。 由于特色课程主要是 Ｗ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落脚点 ， 因

而 ， 它大部分是由学校或地方政府组织实施的 。 在学校这个层面上 ， 它可Ｗ成立

一

支由校长领衔 、 組织健全 、 分工明确的特色课程研修队伍 ， 有计划 、 有步骤 、

１ 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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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主题 、 有针对性地就特色课程相关问题开展活动 。 也可Ｗ采取
＂

走出去 、 请进

来
＂

的方式 ， 学校可Ｗ组织学校教师去特色课程建设有经验的地区考察学习 ， 也

可Ｗ从髙校邀请相关特色课程的专家学者来学校讲学 ， 和教师座谈 ， 这样的活动

可Ｗ增进教师对特色课程内涵的理解 ， 也能在这样的过程中增强 自 己的课程开发

能力 。 同时 ， 也可 Ｗ用做市场的方法来做培训 ， 加强对教师需求的分析 ， 树立为

教师服务的思想 ， 提供高质量的教师培训课程 。 同时 ， 将教师培训市场 向社会开

放 ， 由政府向学校发放
＂

培训券
＂

， 再 由学校向社会培训机构购买相关培训服务 。

此外 ， 学校还可Ｗ通过各种奖励措施鼓励教师参与特色课程建设 ， 并在课程建设

中逐步成为
一

名名副其实的特色教师 。

美国学者特拉弗斯说过 ， 教师角色的最终塑造必须在实践环境中进行 。

＠
同

样 ， 特色教师也是需要在
一定环境中成长的 。 学校的环境对特色教师的成长有着

重要的影响 ， 学校的管理制度 、 管理方法 、 人际关系 、 学术氛围 Ｗ及物质条件 ，

包括校舍 、 教学设备 、 仪器 、 活动场所 、 图书资料等 ， 是影响特色教师成长的环

境因素 。 作为学校 ， 要尽可能为教师创造相对宽松的环境 ， 构建和谐校园 ， 实现

人性化管理 ， 实施民主化 、 人文化的教师评价制度并营造教研、 科研 、 学术的 良

好氛围 ， 催发教师的工作热情和创造力 ， 缓解教师工作压力 ， 为教师的特色成长

创造条件 。

Ｈ 、 特色课程场馆建设

再好的将色课程方案也必须有相应的硬件措施做保障 。 高中特色课程涉及到

诸多的活动课程和拓展课程 ， 没有可靠的硬件 ， 特色课程实施就会受到一定的影

响 ， 甚至无法开展 。 送方面无锡锡 山高级中学做得比较成功 。

＠
２ ０ １ １ 年锡 山高中

成为江苏省语文课程基地 ， 为 了实现语文基地建设的理念
＂

用改变的环境改变师

生
＂

， 完成语文课程基地建设根本任务——改变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 ，

学校投入大量的经费从两个方面做努力 。

一

是就语文学科的特点 ， 改变阅读环境 。

学校秉承
＂

培养终身阅读者
＂

的语文理念 ， 建立了 画书馆浅阀读区 （学生不需要

任何借阅手续可随时进入阅读 ） 、 新华书店阅读区 （学校有新华书店进驻 ， 学校

另辟一个区域供学生阅读 ， 不
一

定购书 ） 、 班级书屋 （学校在高中Ｈ个年级和 国

际部建设 ７０ 间班级书屋 ， 每间书屋配置 自然和人文科学领域书籍 ３００ 本 ， 未来

？
任顺元 ． 学校特 色与特 色学校建设 ［Ｍ ］ ． 抗州 ； 浙江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０ ： １ ４ ２

？
唐江彩 ． 学校 ，

一个学 习 的地方 ［
Ｍ ］ 北京 ： 首都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４ ： ６ ５

１ ０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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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为 ５００ 本 ） ， 方便学生随时就近根据 自 己需要 自 由 阅读 ；
二是增加体验性学

习环境 。 像实验剧场 、 演讲厅、 辩论厅等都是强调体验性学习环境的改变。 学校

提供给学生的这些场馆 ， 固然是増加他们的体验性实践活动 ， 但更重要的是结合

语文
＂

表达交流类
＂

文本教学的需要 。 锡 山高中语文特色课程有演讲课 、 现代诗

歌诵读课 、 问 ． 答课等活动体验课 ， 演讲厅为迭些体验课程开设提供了必要的场

馆 。 同时 ， 锡 山高中还组织了现代诗歌暨原创诗歌诵读 、 话剧汇演 、 读书征文 、

演讲比赛 、 辩论赛的
一

系列语文特色课程实践活动 ， 这些活动改变了学生学习活

动和教师的教学活动 ，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 而这些特色课程成果的取得当然离不

开学校对相关场馆建设的投入 。

四 、 学生指导制度常态化

要建立起行之有效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必须从根本上改变 ＾专统意义上教师

至上、 教材至上教育思想 ， 把教育服务于学生 、 正确的引导学生成才 、 成人作为

学校教育的根本诉求 。 华东师范大学崔允辣教授在 《全球视爵下我国普通高中课

程改革的对策思考 》
一文中 明确提出要建立和健全学生生涯辅导制度 ， 加强学生

兴趣引导 ， 开设兴趣探索课程 。

？
为此 ， 建立与高中特色课程相配套的高中学生

指导制度已经成为必然 。

（
一

） 高中指导制度的必要性

学生发展指导 ， 近百年来一直和高中的发展如影随形 ， 时至今 日 ， 已经成

为世界各国 （地区 ）高中的
一

项基本职能 。 早在 化８ ８ 年 ， 美国 的梅里尔在 旧金山柯斯威

中学尝试开展职业指导工作 。 １ ９ ０４
—

１９０６ 年 ， 被称为
＂

公立学校职业指导制度

之父
＂

的韦弗更是在纽约市各个学校实施
＂

同伴咨商课程
＂

， 开拓性地把职业指

导和学业联系起来 。 １ ９ １ ７ 年 ， 美国 国会通过 《史密斯一休斯法案 》 （ 《职业教育

法案 》 ） ， 规定政府拨款支撑和促进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 ， 中学开设职业指导课程 ，

从法律上认定 了职业指导在中学教育的地位 。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 ， 生涯教育成为美

国教育改革的热点 ， 直到 ２００４ 、 ２００８ 年 ， 美国 ＮＣＤＡ 分刹颁布了
＂

国家生涯发展

指南框架
＂

和生涯发展几个阶段文件 ， 更多地体现了美国强调面向学生的生涯指

导 。 除此之外 ， 英国 、 韩国乃至香港地区都十分重视学生生涯指导 。

？
总之 ， 当

？

崔允辣 ． 全球视野下我 国普通高 中课程改革的对策思考 ｍ教育发展研究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８

？

霍益萍 ， 朱益明 ． 普通高 中 学生发展指导研究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 ２ ６

—

２ ８

１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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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教育一个核也思想就是在教育过程中不断为个体发展提供支持 、 帮助 、 指导等

服务 ， 使个体的未来生涯更有价值和意义 。 同时 ， 现代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传授相

关知识 ， 同样也需要给学生生活和生涯发展提供指导 ， Ｗ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 适

应未来社会的需求 。 究其必要性 ， 主要表现在 ；

１ ． 高中性质及培养 目 标的改变

长期 Ｗ来 ， 我国 的高中
一直被视为高等学校的预备机构 。 用

＂

升学或就业准

备
＂

这一外在工具价值作为界定高中性质和讨论高中改革问题的思维方式也几乎

没有改变 。 学校和社会忽略学生在普通离中Ｈ年的实际收获及其成长价值 ， Ｗ升

学率论成败已成为我国高中 的
一

个瘤疾 。 ２０００ 年Ｗ来 ， 国家明确将高中归入基

础教育范畴 ， 把普通高中定位在九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
一

步提高国 民素质、 面向

大众的基础教育 。 这样的定性就是要强调它是
一

种基本的学习需要 ， 承担着为所

有学生提供走向社会必不可少的共有元素的任务 ， 需要为学生今后的学习和生活

打下坚实的基础 。 当然 ， 高中也是学生不同个性和才能开始显现与发展的时期 ，

也是学生决定 自 己今后不同道路的关键期 。 因而 ， 面对这些不同 ， 高中教育既要

强调基础性 ， 又要兼顾学生个性发展 ； 它既是基础教育 ， 又非义务教育 ； 既是终

止型的 ， 又是准备性的 。 作为多个矛盾使命的结合体 ， 要在不同之中寻找平衡 ，

通过提供多样化的教育为学生的不同做准备 ， 是普通高中教育性质不可或缺的 内

容 。 而实现这种基础型＋选择性的教育 ， 必要的学生生涯指导是必须面对的 。

另
一

方面 ， 普通高中培养 目 标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

当前高中教育事实上已经从面 向精英转 向面 向大众 ， 在高中毕业成为整个社会人

群的基本学历 Ｗ后 ， 高中人才规格和培养模式必须实现根本转变 。 为此 ， 我国 《 国

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明确指出要全面提高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 ， 推动高中 多样化发展 。 普通高中是学生才华显露 、 个性形成 、 多

元发展的重要阶段 ， 高中教育在面向全体学生基础上 ， 尊重差异 、 鼓励多元 ， 为

才能各异或具备不同潜质的学生提供多样化和差别化的成长通道和发展指导 ， 是

Ｗ学生为本的教育理念和教育公平原则的重要体现 。 对提升普通高中人才培养质

量具有重要意义 。

２ ． 高中学生的特点

由于普通高中教育英转 向大众 ， 比如会带来普通高中学生人数的増加 。

＂

十

１ ０ ８





第五章 ： 髙中特色课程配套措施


一

五
＂

Ｗ来 ， 我国髙中阶段教育在校生规模在较大幅度增长后 目前基本保持在

４６００
—

４７００ 万人的规模 。 ２０ １ １ 年我国高中阶段在校生规模为 ４６７８ ．２ 万人 ， 其中 ，

普通高中在校生规模达到 ２４５４ ． ８ 万人 。

＠
学生人数的増加 ， 必然导致学生及其价

值观之间的差异增多 ， 学生进入普通高中学习 的 目标也趋于多样 。 尤其是在社会

阶层分化显著呈现 ， 家庭经济条件差异不断加大 、 学习 与教育渠道 日益丰富的背

景下 ， 并非每个髙中学生或者家庭都将个入的未来发展寄希望予高考和进入大

学 。 普通高中学生对普通髙中教育的理解与教育 目 标的定位正在趋于理性 、 客观

和正确 。
＇

另
一方面 ， 当代高中学生的个性也是非常丰富的 。 如今的高中学生在思想

上成熟 ， 教育认识与社会理解等方面和 Ｗ往的学生都有所不同 。 比如 ， 强调 自我 、

张扬个性 、 寻求平等 、 喜欢变化 、 保持独立等个性特点 ， 在如今的高中学生群体

中相当普遍 。 不可否认 ， 学生的个性有积极
一面也有消极

一面 ， 研究高中学生相

关的个性特点 ， 是高中教育与指导重要内容之一 。 教育工作者要认真客观地了解

和分析学生的个性特点 ， 并将它们转化为教育与指导的基础和资源 。

＇

总之 ， 髙中学生需要指导
一方面是因为高中阶段是他们很多重要行为行程的

关键期 ， 诸如智能发展 、 学业进行 、 人际关系 、 价值观确立和社会规范的养成等 ；

另
一

方面 ， 高中阶段又是学生人生
一

个十字路 口 ， 对社会的无知 、 迷茫＾惑 ，

需要他们 由来 自 学校的成人指导 ， 帮助他们找到 自 己在社会 、 工作和生活中 的位

置 ， 学会规划和选择 ， 并能为 自 己的选择承担责任 。
？ －

（二 ：
ｒ 商中指导制度的内容

我国高中学生指导制度起步较晚 ， 国 内高中启动高中生发展指导的地区主要

集中在一些经济发达地区的重点高中 ，

一些薄弱地区还未能开展高中学生发展指

导制度 。 归纳 国 内有关高中生指导制度 内容主要集中在Ｈ个方面 ， 即学业指导 、

生涯指导和生活指导Ｈ个部分 。

１ ． 学业指导 。 随着学生指导的专口化 ， 学业指导成为
一

项与教学紧密联系但

又相对独立的教育形式 。 学业成功 、 升学
一直是国 内 离中学生首选 目 标 ， 概括来

说 ， 学业指导主要有 Ｗ下几个方面 ：

一是学习 目 的和学习 态度指导 。 帮助学生明

确学习 目 的 ， 识别导致学业成功的态度和习惯 ；
二是学业计划和时间管理指导 。

。

霍益萍 ， 朱益 明 ． 中 国 高 中 阶段教育发展报告 ［
Ｍ］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４ ： １ ２

１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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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是帮助学生适合 自 己且具有挑战性的学习 目标 。 合理安 学习 时间 ， 自 己制

定学年 、 学期学习计划并付诸实行 。 Ｈ是学习方法和考试技巧指导 。 帮助学生寻

求适合 自 己的学习风格和方法 ， 在考试之前做充分的也理 、 技巧的准备 。 四是选

科和选课指导 。 帮助学生根据 自 己的志趣 、 特性 、 专长选学理科或文科 ， 选修学

校开设的课程 ， 同时指导学生在学习 中发展 自 己的兴趣和特长 。
■

２ ． 生涯指导 。

＂

生涯
＂

概念最初与
＂

职业
＂

、

＂

工作
＂

联系在
一起 。 台湾学者

黄中天博±在其著作 《生涯规划概念一生涯与生活篇 》 中整理了境 内外 １ ４ 种生

涯的定义 ， 最后概括出生涯的 四种特质 ： 终身性 （

一

个人
一生拥有各种职位的角

色 ） 、 综合性 （

一生中所有职位与角色的综合 ） 、 企求性 （个体所希望的适合 自 身

特质的 ） 、 工作性 （个人生涯是 Ｗ工作为 中也的 ） 。

？
我国 《辞海 》 有关

＂

生涯
＂

的解释有兰种含义 ：

一生的极限 ； 生活 ； 生计 。 由上可知， 生涯其实都是和生活 、

生计和工作相关 。

高中阶段学生面临着人生第
一

次重大挟择 ， 不仅要在升学和就业之间做出选

择 ， 还要考虑毕业后上什么学校 、 学什么专业乃至从事什么职业。 这种面向未来

的人生规划 ， 和高中生正在形成的世界观 、 人生观 、 价值观联系在一起 ， 也和他

们当下的学习实务紧密相关 。 他们需要考虑选修什么样的课程 ？ 分科是学理科还

是文科 ？ 怎样通过 自 己的学习和努力实现 自 己的人生规划 ？ 这些需要高中生 自

己去思考 、 探索 、 选择 ， 也需要成年人的指导和帮助 。 生涯指导的 内容主要有 ：

生涯规划指导 （帮助和指导学生根据 自 己志趣、 个性 、 专长订立事业 目标 ， 制定

生涯计划 ， 并根据实际情况调整 目标和计划 ） 、 职业定 向与就业准备指导 （帮助

和指导学生进行职业探索 ， 了解新型职业和未来职业 ， 根据 自 己的兴趣及能力逐

步明确 自 己未来职业方 向和范围 ， 深入了解适合 自 己的职业的要求 、 状况和入职

技巧 ） 、 升学定 向和升学准各指导 （帮助和指导学生进行中学后教育探索 ， 了解

国 内外大学系科和专业设置 ， 选择适合 自 己的大学 ， 为上大学做准备 ） 。 生涯指

导在帮助高中生完成第一次人生重大选择上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

３ ． 生活指导 。 指导学生认识和 明 了生活的意义 。 普通高中学生正处于成长与

成熟的变化期 ， 必须增加其对真实生活的感受和认识 ， 必须使学校教育与生活现

实之间紧密联系起来 。 美国教育学家杜威认为
＂

生活即教育
＂

，

＂

教育即生活
＂

。

？

？

霍益萍 ， 朱益明 ． 中 国 高 中 阶段教育发展报告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 ４ ４

？
王天一 ， 夏之莲 ， 朱美玉 ． 外 国教育 史 ［

Ｍ
］ ． 北京 ： 北京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Ｗ ９ ３ ：２ ０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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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生发展的角度来看 ， 在离中学校中为学生提供生活教育与指导 ， 是符合高中

教育的 目 的的 。 这种生活的指导 ， 有助于帮助学生明 白个人发展的意义 ， 有助于

学生形成科学的生活习惯 、 正确的生活态度和健康的生活行为 。 它的主要内容是

指导学生认识和 明 了生活的意义 ， 尤其是认识青少年时期的生活对于未来生涯发

展的价值 ， 引导和帮助学生形成
一

种正确的 、 科学的和健康的生活观 ， 尤其是认

识高中学习 的生活意义 。 比如北京理工大学附属中学将学生生活指导定位于帮助

学生形成 良好的生活习惯 ， 塑造学生积极 向上的 自我形象 ， 提升学生 自我领导能

力 ， 促进身也正常发展 ， 塑造健全人格 ， 适应学校学习生活与社会生活 。 分别从

生活习惯指导 、 也理调适方法指导 、 学校生活适应指导 、 困境应对和技能指导 、

沟通技能指导 Ｗ及领导和组织能力发展指导几个方面来实施 。

（Ｈ ） 高中指导制度孕育特色课程

高中指导制度和高中特色课程两者的关系可 ｔ＾Ｕ兑是相辅相成的 ，

一

方面 ， 高

中指导制度的学业指导 、 生涯指导 Ｗ及生活指导需要经 由相关的学校特色课程体

系加 Ｗ实现 ； 另
一

方面 ， 高中特色课程体系也是离中学生指导制度的
一个 良好的

实施平台 。

首先 ， 从学业指导的角度看 ， 我国的高中课程改革设置了Ｈ级课程的课程模

式 ， 学校的课程除了必修课程Ｗ外 ， 还增设了许多选修课程 。 这些选修胃往往

也是高中特色课程的
一

部分 ， 要实施这些相关的特色课程体系 ， 离不开学校的学

生指导制度 。 按照学者石轉的观点 ， 特色课程应该包括对国家必修课程加 Ｗ特色

化实施的课程方案 ， 这部分课程方案往往是学校制定的 ， 它就需要给与高中学生

适当 的学业指导才可Ｗ让学生真正找到适合 自 己的学习计划 。 现在的普通高中课

程实施要求采取学分制 、 走班化 ， 没有适当的学业指导 ， 学生很难决定学什么和

怎么学 ， 走班化也很有可能成为
一

种形式 ， 学生的个性化课程方案也就无法实现 。

这方面 ， 上海育才中学的
＂

学程
＂

方案和
＂

个性化课表
＂

方案值得借鉴 。

所谓
＂

学程
＂

方案主要是针对国家规定的必修课程 ， Ｗ课程 内容 、 课程水平 、

课程学习 时间 、 课程学习进度的可选择性作为依据 ， 近似于灵活的学分制 。 它是

该校新课程体系的核也 ， 学生对课程的接受方式是 学程
＂

形式呈现的 。 学校

根据学生学习规律 、 学科内在结构特点 ， 将每学期灵活划分成若干学习阶段 ， 称

之为
＂

学程
＂

。 目前 ， 该校设计每学年 ６ 个学程 ， 每学期 ３ 个学程 ， 高
一

、 高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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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学年 ， 共计 １ ２ 个学程 。

一

个学程的教学时间基本为 ６ 周 ， 其操作的基本要

点是 ：

一个学程完成若干口学科各
一

个模块学习 ， 不同的学科设计不同的学程数 ，

若干不同 的学科在同一学程中 的课时数相 同 。

＂

学程
＂

的设置 ， 可Ｗ提高课程内

容的适切性 ， 保障课程组织的灵活性 ， 将原本分散在几个学期学习 的课程设置相

对集中 ， 提高学生学习 的效率与学习积极性 。 学生可 Ｗ 自主选择思想政治 、 历史 、

地理 、 生物 、 信息科技等学科类课程的学习 时间 ， 从而减少并行学科学习 的
＂

精

力分散
＂

的状况 ， 大大减轻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和也理负担 ， 提高学习效率 。

＂

个性化课表
＂

方案主要是赋予学生课程选择权 。 每一位学生都应该学会独立思

考 ， 做出选择和判断 ， 决策 自 己的行动 。 学生课程表个性化集中体现在选修课程

和 自 主发展课程中 ， 学校每学期都要开设 ５０口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 ， 内容涉及

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各个方面 。 学生可 ＆根据 自 己的兴趣 、 爱好 、 特点 Ｗ及相关

课程信息 ， 确定 自 己要学习 的课程和学习进程 ， 形成个人学业规划 。 真正让学生

体会到
＂

我的裸表我做主
＂

。

上述有关
＂

学程
＂

和
＂

课程表个性化
＂

方案 ， 其实都是学校根据学生时间情

况为学生提供学业指导的相关办法 ， 从将色课程的角度来看 ， 基本上属于课程的

特色 。

当然 ， 高中特色课程还包括校本特色课程Ｗ及相关学科特色化实施 。 无论是

哪
一

种样式也都和学生学业指导息息相关 。 比如说学校特色课程中 的体育 、美术 、

音乐 、 手工或劳技等众多的非学术科 目 ， 这类课程的实施主要不是依靠教学 ， 而

是指导和训练 。 至于特色课程中 的相关活动课程 ， 更是要通过训练和指导来实施 。

因为活动课程从学生的兴趣或需要 出发 ， Ｗ学生的经验为基础 ， 教师在课程实施

过程中必然Ｗ学生及其活动为中也 ， 根据实际的情况给予必要的帮助和指导 。 指

导可 １＾ 兑^是活动课程实施的主要途径 。 再者 ， 教师特色化的学科教学更离不开指

导 。 现代学科课程 内容丰富 ， 要求既多且高 ， 仅仅依靠教学是难Ｗ达成课程 目标

的 。 在学科课程实施过程中 ， 学业指导不仅是教学的补充和延伸 ， 还具有独特功

能 ， 在帮助学生完成学业和实现个人发展中发挥着教学无法替代的作用 。 比如说

当作为
一个特色教师在课程教学过程中 ， 你使用多种方式进行课堂教学 ， 你可 Ｗ

通过 问答法 、 讨论法 、 读书指导法 、 参观法、 实验法 、 发现法或探究法等等 ， 并

使送些方法形成 自 己的特色 ， 但其实无论你使用哪
一

种方法 ， 都离不开对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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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导 。 那些方法与其说是
＂

教学
＂

， 倒不如说是
＂

导学
＂

。 同时 ， 在分层敎育制度

中 ， 教师既要组织和指导不同小组的学生共同学习 ， 也要对学生进行个别化的学

业辅导 ， 还要帮助和指导学生对 自 己的学业进行动态评估 ， 灵活地在不同层级的

学习 小组之间进行流动 ， Ｗ便在最适合 自 己能力水平的小组进行学习和探究 。 可

Ｗ这么说 ， 任何教师的特色的课程实施方法都离不开学生 ， 离不开对学生学业的

指导 。

其次 ， 从生涯指导这个角度来看 ， 髙中生涯指导孕育了特色课程 ， 而特色课

程又是生涯指导的具体表现 。 生涯指导是根据高中生也理特征和成长规律 ， 指导

学生进行生涯规划 ， 帮助学生寻找未来的方 向 。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 中学除了开设

生涯规划必修课程外 （诸如认识 自我 、 了解社会职业 、 了解受教育程度与未来职

业的关系 、 选择和确定人生 目 标 、 制定行动计划等 ） ， 还开设了
一

大批具有特色

的校本课程 。 比如根据学生需要 ， 建设包括
＂

生涯规划
＂

、

＂

学生公司
＂

、

＂

青年理

财
＂

、

＂

经济社
＂

、

＂

服装设汁与表演
＂

在 内 的校本选修课程 ， 并 由专业也理老师 、

研学老师和政治老师等担任课程指导教师 。 ２ ０ １ ３ 年 ， 该校还与首都师范大学合

作开发了
＂

生涯探秘
＂

选修课 ， 开发开设了
＂

学生公司
＂

特色选修课 ， 建立了

ＪＡ 学生公司社团 。 课程 内容是由来 自世界 ５００ 强跨国企业的精英组成的 ＪＡ 商业

志愿者 ， 给学生提供最实际的商业教育 。 学生在商业志愿者的指导下创办＾个学

生公司 。 学生发售股票 ， 召开股东会 ， 竞选管理人 ， 生产和销售产品 ， 财务登记 ，

开展评估 ， 清算公司 。 通过学习和实践 ， 学生不仅学到 了商业运行的方式 ， 还了

解了市场经济体系的结构和它所带来的效益 ， 学会了如何创造财富并有效地管理

财富 ， 使用信息 ， 思考并解决问题 。 同时该校还开设一系列研究性学习活动特色

课程 ， 内容涉及走访大学 、 调查职业现状 、 寻找偶像 ， 访谈专家 、 撰写
＂

我的生

涯规划
＂

研究报告 、 结题答辩 ， 认定学分 。

？
这些生涯指导的特色课程 ， 既满足

了学生的兴趣 ， 也锻炼了学生的能力 ， 为他们 日 后的职业规划做了相应的准各 。

可Ｗ说 ， 生涯指导孕育了学校的特色课程 ， 特色课程又反过来促进了学校的生涯

指导计划 。

再次 ， 生活指导也是
＂

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
＂

的
一项重要 内容 ， 目 的是为

了促进学生的个性发展和社会性发展 。 个性发展通常包括 自我概念发展 、 兴趣与

？

黄向 阳 ，
王保星 ． 普通 高 中 学生发展指导 实践案例集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４ ： ５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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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长发展、 问题解决、 自我反省 、 学校生活适应 、 卫生健康 、 也理调适指导等 。

社会性发展包括社会生活规范 、 人际关系 、 沟通交流 、 合作与 团队精神 、 领导力

等 ５ 个方面 。 每
一

项的个性或社会发展都是高中特色课程展示的平台 。 比如 ， 福

州
一

中在 自我概念发展这
一

领域 ， Ｗ多种形式的主题班会、 课外讲座等引 导和帮

助学生逐渐树立 自 己的理想 、 信念 、 人生 目 标 ， 使学生拥有积极的人生态度 ， 明

晰 自 己的价值观和是非标准 ， 正直地为人处世 。 学校曾邀请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

为师生做了 《激情海西 ． 梦想东方 》 的演讲 ， 还组织学生开展
＂

生命诚可贵责任

价更高——洪战辉与福州一中学子面对面
＂

等活动 。

？
在兴趣和特长的发展方面 ，

很多高中更是利用学校各种社团 ， 开设
一

系列的特色活动课程 。 例如上海市育才

中学制定了 《上海市育才中学社团管理办法 》 ， 学生社团活动突出学生的主体性 ，

强调学生 自我组织 、 自我管理和 自我发展 。 社团不再是简单组合的学生群体 ， 而

是越来越趋近于校园文化中也 。 从 ２００８ 年开始 ， 学校开始举行 科技文化节
＂

和
＂

体育文化节
＂

为核也线索的系列主题性教育活动 ， 营造高雅的校园文化氛围 ，

影响和引领学生的行为 习惯 。 同时 ， 学校开设了Ｔ ． Ｐ ． Ｃ （ Ｔｈ ｉ ｎｋ 、 Ｐｒａｃ ｔ ｉ ｃｅ 、 Ｃｒｅａ ｔ ｅ ）

领导力训练营 ， 聚焦中学生领导力开发的训练营 ， 让学生体验到 自 己在团队合作

能力与个人领导能力的提升 。

＠
总而言之 ， 有关学生生活指导的 内容其实很多方

面可Ｗ通过高中特色课程的巧式加 展示 ， 系列化的高中特色课程可 Ｗ涉及学生

个性兴趣、 也理特征 、 学校文化甚至区域特征 ， 目 的就是通过这些特色课程的建

设 ， 引 导高中学生形成正确的人生观 、 价值观 ， 养成 良好的也理状态 。

？

黄向 阳 ，
王保星 ． 普通 高 中 学生发展指导 实践案例 集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版社 ，

２ ０ １ ４ ： ７ １

。

陈青古 ． 段力化与 育 才 中 学 ［
Ｍ

］ ． 上海 ： 上海教育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８ ６

－

１ ８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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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髙中特色谏程建巧反思与借鉴

一

、 普通髙中特色课程建设困境及对策

结合本研究在国 内 Ｍ 市调研的情况 及与韩国髙中相关情况的比较 ， 本研究

觉得国 内 的高中特色课程建设还存在一些比较突出的困境 ， 主要表现在Ｗ下Ｈ个

方面 ；

（

一

） 亟待改变的高考评价制度 。

自 巧７８ 年我国恢复实现髙考Ｗ来 ， 髙考作为
一种竞争选拔性考试的性质

一

直没有发生变化 。 长期的功利化考试制度已经在教师 、 学生甚至家长也 目 中造成

了 比较负面的影响 。 依据本研究在 Ｍ 市有关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 问卷调壹 ， 裔达

６７ ．３％的高中学生把 自 己高中毕业后的人生规划定位在选择一所好的大学深造。

似乎在送些离中学生眼里读窩中的 目 的就是为 了考上
一

所理想的大学 ， 却忽祝了

高中学习生活除了考大学Ｗ外的任何因素 ， 忽视了生活的本身 ， 忽视了情齊态度

甚至社会 。 这种异化的近乎现代科举的髙考制度不仅影响 了学生 ， 教师也迫于社

会 、 家长的压力 ， 片面追求商考升学率 ， 甚至出现７与髙考不相关的科 目几乎成

为
一

种摆设 。 教师开发的相关学科的选修课程无不和窩考相关联 ， 教师也安＃大

批量的离考训练题来占据学生应有的休息生活时间 ， 模拟考试 、 排名次几乎ｉｔ为

高中獅的家常便饭 ， 教师教得苦 ， 学生学得累 。 不仅如化 目前国 内普葬髙中

很多学校开设的艺体类特色课程其实就是间接提高升学率
一

种方法 。 这些学校无

法和重点高中 比生源 ， 只有在艺体考试上和重点 中学比拼一下 ， 借此拉离学校的

高考升学率 。 还有些学校在高Ｈ取消 了学校本应正常开设的体育课 ， 完全Ｗ高考

的训练取代
一

切学生的生活 。 安徽六安毛毯厂中学现象不正是体现了这种功利化

离考模式下学校 、 家长、 教师的疯狂吗 ？ 尽管我们课程计划
一再强调要注重学生

个性化全面发展 ， 但现实是髙考这
一

指挥棒完全消解了我们的教育方针政策 ， 高

中教育出现了只见高考成绩不见人的发展的现象已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 。 髙中特

色课程建设的初衷是美好的 ， 如果仍然还是用 旧有的高考评价模式 ， 必将使得高

中特色课程建设成为纸上的蓝图 ， 现实的摆设 。 没有配套的髙考评价制度作保障 ，

要实现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 目标是相当 困难的 ， 尤其在一些中小城市甚至乡村普

通髙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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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就如何改革高考评价制度送个问题 ， 本研究觉得可Ｗ从 下方面来尝

试 ： 可Ｗ在島考评价机制中増加学校内部评价的权重 ， 并依此带动髙中特色课程

建设 ， 有效地保障学生全面而个性化的发展 。 尽管教育部下发了 《教育部关于加

强和改进普通髙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 （教基二 口０ １ ４ ］１ １ 号 ） 规范了评价

内容包括思想品德 、 学业水平 、 身也健康 、 艺术素养和社会实践 ， 并在评价程序

中重点阐 明 了评价手段主要是通过学生档案袋记录的方式 ， 要求教师也要在学生

毕业时的 自我陈述报告附有评语并佐 Ｗ事实材料Ｗ及相关证明 。 并指出学生的档

案袋材料提供给高校招生使用 ， 作为招生录取的参考 。 但具体到这些档案袋材料

所占的权重和实施的细则没有相关措施体现 。 上海市政府虽推出 了 《上海市深化

离等学校考试招生综合改革实施方案 》 ， 构建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制度 ， 启

用 了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信息化平台 ， 指出 ２０ １ ７ 年起 ， 推动髙中学生综合素

质评价信息在 自主招生等环节中开始使用 。 但也仅限于高等学校 自 主招生 ， 具体

使用办法 由各个高校 自 己制定 、 实施 。

由上述我国高考机制的变化可Ｗ知晓 ， 尽管我国开始着手改变Ｗ往
＂
一

考

定终身
＂

的高考评价制度 ， 启动 了学生综合素质评价机制 ， 但总体上才开始起步 ，

涉及到高中学校层面上的评价权重还比较少 ， 这样
一来 ， 高中学校还是很难通过

高考评价机制的改变来带动学校特色课程的发展 。 就算是上海市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信息化平台把学生 自我介绍 、 军事训练 、 农村社会实践 、 国防 民防活动 、 党团

活动 、 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 违纪违规情况 、 基础型课程成绩 、 拓展型和研究型课

程学习经历 、 研究性学习专题报告和学校特色指标等 内容都如入评价的 内容 ， 也

只能作为高校 自主招生的参考 。 很难想象一些只能作为高考评价参考的科 目会 自

然受到学生及学校的重视 。 相反 ， 韩国基于 Ｗ往高中 内 审制度 （ 高中 内 审成绩占

３０％ ） 基础上 ， 实施了代替内审制的综合生活记录薄形式 ， 综合生活记录薄不仅

记录 了考生在高中 的各科成绩 ， 还记录了各种社会义务活动 、 资格证 、 获奖经历

及品行等情况 ， 撕０２ 年欄开始实施大学能力考试 、 学校生活记录薄 、 论述 、

推荐信 、 面试并行的多种遽选招生制度 。 它使得高中生活记录薄直接加入到大学

考试录取的项 目 之中 ， 无疑増加 了 高中对高考评价的权重 ， 也便于中学合理开设

相关有特色的课程 ， 确保高中教育的 良性发展 。

（二 ） 有效投入解决高中办学资源不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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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在 Ｍ市普通高中特色课程问卷调查中过程中 ， 有 ４ ２％的学生和 ４ １ ．３％

的教师认为影响所在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主要原因是学校办学经费不充分 。 证明

普通高中在特色课程建设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可能是办学资源不足 。

《教育规划纲要 》 提出 ， 普通高中 实行 Ｗ财政投入为主 ， 其他渠道筹措经费

为辅的机制 。 ２０ １ １ 年 ， 国务院也 出 台 了 《关于进一步加大财政教育投入的意见 》

等文件 ， 各地根据本地区教育事业发展需要 ， 大幅度増加教育投入 。 但仍有部分

省份公用经费支出 占生均公共财政预算事业费支出 比例较低 。 据统计 ， ２０ １ １ 年

全国地方普通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支出 为 １ ６８ ３ 元 ， 比上年增长了５ ７ ． ４％ 。

２０ １ １ 年 ， 中部地区地方普通高中生均公共财政预算公用支出 为 １ ３ ２９ 元 ， 增頓最

大 ， 比上年増长了７ １ ．４％
； 西部地区为 １ ６ １ １ 元 ， 比上年增长了 前 ． ６％

； 东部地区

为 ２ １ ７ ５ 元 ， 比上年增长了４８ ．６％ 。 分省来看 ， 全国有 ２ １ 个省份生均公共财政预

算事业费超过 ５ ０００ 元 ， 其中北京 、 上海超过 ２００００ 元 ， 西藏 、 新疆 、 内蒙古 、

江苏也较高 。 相 比较湖北最低 ， 为 ％ ２ ４ 元 ， 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六成 。

？
这样的

一

个生均 比例还是远远不够的 。

韩 国教育财政经费
一般可分为 中央政府教育财政 、 地方政府教育财政和私

立学校财政资金Ｈ大部分 。 韩 国 的教育资金 由 中央政府统
一

筹措 ， 政府拨款 占整

个教育预算的绝大部分 。 韩 国高中 、 大学和专科学校所需要的财政支 出主要有中

央政府 、 地方 自 治政府和受教育者个人共 同承担 ， 其中 ７ ０％
—

８ ５％来源于中 央政

府 。

＠
从历年来统计数据来看 ， 韩 国 的教育财政投资变化呈逐年稳定增加趋势 。

就大 田广域市 ２０ １ ４ 年财政情况我们大致可从下表知晓 ：

（ ２０ １ ４ 基准 ， 单元 ： 亿韩元 ）

医分金額比率

岁入中央政府补贴收入 １ ２
，

１ ８ ９ 亿 ７ ９ ． ２ 扭

地方 自 治 团体及其他补貼收入 ２
，３ ２ ６ 亿 １ ５ ． １ ％

自 行收入 ４ １ ０ 亿 ２ ． ６ ％

地方教育债 ２ ７ ０ 亿 １ ． ８ ％

①

霍益萍 、 朱益 明 ： 中 国 高 中 阶段教育发展报告 ２ ０ １ ３ ［
Ｍ

］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４ ：２ ４
－

２ ５

？

艾宏歌 ： 当代韩 国教育政策与 改革动 向 ［
Ｍ

］
． 社会科学文献 出 版社 ，

２ ０ １ １ ： ６
－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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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ｗ？术讯印 １ ！

．

１

，
！川 巧１抓 ！ 川 ｖｎ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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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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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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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７
，

。 ： 打 口

＇ 巾 ， 了 ；

７
师

、

｜

｜＾ ｛ １卿巧圳 １

；巧邱贿
￣

）＾＾
＾

＾ ；＾＾ ＾^

－

‘ 匹分
—

 ’

—

．

；
金額比率 ． ！

结转金 １ ９ ９ 亿  １ ． ３％

计 １ ５
，
３ ９ ４ 亿  １ ０胁

幼儿及小 、 初 中 教育 １ ４
， ７ ９ ４ 亿  ９ ６ ． １ ％

终身 ． 职业教育 ２ ９ 仏 ０ ． ２ ％

岁 出

教育一敏 ５ ７ １ 化  ３ ． ７％

计 １ ５
，
３ ９ ４ 亿 １ ０ ０巧

（ 资料来巧ｈ ｔ ｔ ｐ ： ／ ／ ｄ ｊ ｅ ．

ｇ ｏ ．ｋ ｒ ／ ｓ ｕ ｂ ／ ｃ ｈ ｉ ｎａ ／ ｅ ｄ ｕ ／ ｃ ｕ ｒ ｒ ｅ ｎ ｔ ．ｊ ｓ ｐ ）

而该年份幼儿及小学 、 初高中在校学生人数为

（ ２ ０ １ ４ ．４ 日 教育统计 为 基准 ）

学校匡分．

－

学餘量
＇％

直 ｔ带Ｌ 学生数量
。

；

；

ｉ
＊ 公立 私立计公立私立计

巧儿 图 ９ ０ １ ７ ０ ２ ６ ０ ４
，０ ４ ９ ２ １

，

２ ４ ３ ２ ５
，２ ９ ２

小学 １ ４ ３ ２ １ ４ ５ ９ １
， 
７ ５ ４ １

，３ ５ ０ ９ ３
， １ ０ ４

初 中 ７ ２ １ ６ ８ ８ ５ ３
， １ １ ９ ６

，

５ ９ ４ ５ ９
，７ １ ３

高 中 ？ ４ ２ ８ ６ ２ ３ ５
，０ ８ ４ ２ ６

，７ ７ ３ ６ １
， 
８ ５ ７

（ 资料来源ｈ ｔ ｔ ｐ ： ／ ／ ｄ ｊ ｅ ．

ｇ ｏ ． ｋ ｒ ／ ｓ ｕ ｂ ／ ｃ ｈ ｉ ｎａ ／ ｅ ｄ ｕ ／ ｃ ｕ ｒ ｒ ｅ ｎ ｔ ．ｊ ｓ ｐ ）

本研究粗略的计算了
一

下 ， 估计上述生均财政支 出折合人民币 ３ ５ ０００ 元左

右 ， 扣除物价等相关因素 ， 这样的投入远远离出 国 内 的大部分地区 。 尽管 国 内 很

多地区还没有解决温炮问题 ， 地方经济发展也不平衡 ， 尽管 国 内 的教育基数远远

大于韩国这些国家 ， 但增加教育经费投入这
一

利 国利 民的措施必须引起高度重

视 。 教育是
一

项投入快 、 收效慢的行化 ， 但
一个国家要想有长足的发展潜为 ， 要

想有足够的人才做支撑来维系经济乃至国力 的发展 ， 教育是其保持后劲 的基本动

力 。

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必然需要
一

定的财政支持 ， 如课程的开发 、 资源的整

合 、 师资 的培训 、 场地的建设 及活动课程器材的购置和特色课程的推广等等 ，

无论哪一项都离不开经济作为保障 。 本研究认为 ， 各级政府及相关高中学校 ， 都

应该根据办学条件基本标准和教育教学基本需要 ， 指定区域 内各级学生人均经费

基本标准和学生人均数拨款基本标准 。 甚至考虑到高中特色课程建设需要 ， 可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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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专项经费加 Ｗ扶持 。 国 内上海市黄浦区教育部口在制定 《上海市黄浦区中小

学特色课程实验管理办法 》 中第六条中 明确提出 ， 设立黄浦区中小学特色课程建

设专项基金 ， 为特色课程建设工作提供经费保障 。

？
这一合理且有效的措施值得

国 内其他地区学习借鉴 。

（Ｈ ） 合理利用课程资源

本研究在 Ｍ 市做问卷调研过程中 ， 有 ６３％的学生选择所在学校的特色课程

主要表现在必修 、 选修课程制度建设 ， ３４ ．７％选择最感兴趣的特色课程是人文课

程 ； 近 ３０％的髙中教师选择必修 、 选修课程特色化实施为学校特色课程最有效的

途径 ， ６２ ．６ 的教师选择人文课程是选修课程中最能表现特色课程的科 目 。 仅有

３ ．２％的教师选择大学先修课程 。 根据上述调研数据 ， 我们大体可Ｗ知晓 ， 国 内 的

高中特色课程在利用课程资源上相对比较窄化 ， 主要集中在国家规定的必修和选

修课程之中 ， 尚未有比较合理的利用课程资源开发地域性和校本性的特色練程 ，

尤其在利用髙校资源这一层面还显得比较薄弱 。 究其原因 ， 主要是我国高校
一般

相对集中在大城市 ， 小城镇及农村地区没有可利用 的高校资源 ； 另
一

方面 ， 纵然

是有可利用的高校资源 ， 也主要集中在
一些专业讲座和必理辅导相关的课程 ， 没

有更深入地和商校融合 ， 开发有利于高中学生学业 、 生活及生涯指导课程 。 造成

该一现象的原因不能
一概而论 ， 但总体上可能与我国现行高中培养 目标单一化

（主要是商考升学 ） Ｗ及富中开发特色课程经费短缺有关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年 ） 》 明确猎出 ， 高

等院校 、 科研院所 、 博物馆等杜会资源要积极向学生开放 ， 支持学校开展生动活

泼 、形式多样的教育教学和学习活动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普通髙中与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合作 ， 开展创新人才培养和试验 ， 共同实施普通髙中创新人才培养计划 。

国家设立专项经费 ， 鼓励和支持普通高中 、 高等院校 、 科研院所与校外教育机构

设立面 向普通商中学生的专项研修平台 。 并提出开设大学先修课程 ， 供优秀高中

生选修 。

＠
加强普通离中和普通高等学校及职业髙等学校联系 ， 尝试建立和健全

高中教育与髙等教育衔接的机制 ， 鼓励试验高等学校对普通髙中的课程下移和学

分认可 ， 在普通髙中开设大学先修课程 ， 给学生更充分的尝试选择 自 己发展方向

①

邢至毕 、 韩立芬 ． 特 色课程 ８ 问 ［Ｍ ］ ． 上海 ： 上海 ： 华 东 师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３ ： １ ９ ９

？
顾 明远 、 石 中英 ． 国 家 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解读 ［Ｍ ］ 北京 ： 北京师 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０ ： １ ２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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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 ， 强化学生的专业发展志 向和专业兴趣 ， 鼓励优秀人才尽早脱颖而出 。 有

鉴于此 ， 本研究Ｗ为 ， 在有条件的地区 ， 合理利用高校资源来开发髙中特色课程

不失为
一

种较好的举措 。 大致可Ｗ有两种可行的模式 ：

一

是开发中 国 自 己的大学先修课程 。 ＡＰ 课程其实也不是
一

个新名词 ， 它是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Ｐ ｌ ａｃｅｍｅｎｔＰｒｏｇｒａｍ 的缩写 ， 译成中文应该是大学预科课程或大学先

修课程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１ ７ 日 ， 北京大学召开新闻通气会 ， 正式宣布应全国部分中

学要求 ， 将与中学合作试点开设
＂

中 国大学先修课程
＂

（ＡＰ 课程 ） 。 其实 ， 这在

国 内不是第
一

个
＂

吃蜂蟹
＂

的 ， 早在 ２００７ 年 ， 上海中学国际部就向美国大学理

事会 申请 ＡＰ 认证学校成功 ， 并在 １ ０ 年级开设 ＡＰ 预备课程 ， 在 １ １ 、 口 年级开设

ＡＰ 课程 。 除此之外 ，

一些国 内 商校还与中学联手举办创新实验班 ， 进入送一班

级的学生可Ｗ提前选修部分大学课程 ， 作为学生 申请大学 自 主招生的依据 。 ２０ １ ３

年 １ 月 １ ７ 日 ， 北京大学召开新闻通气会 ， 正式宣布应全国部分中学要求 ， 将与

中学合作试点开设
＂

中 国大学先修课程
＂

（ＡＰ 课程 ） 。 美国 的 ＡＰ 课程开设 已经经

过了６０ 多个年头 ， 无论在课程管理、 巧程内容 、 课程实施 、 课程评价上都具备

了较为成熟的经验。 国 内 的 ＡＰ 课程刚刚起步 ， 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借鉴国外的

经验Ｗ便于少走弯路 。 切实办好 ＡＰ 课程有助于我国高中课程改革课程建设的多

样性 、 选择性和个性化 ， 促进髙中多样化 、 特色化发展 ， 同时也有助于高校和高

中 的课程教学的有效衔接 。 纵观两国的 ＡＰ 课程的开设 ， 我们可Ｗ就Ｗ下几个方

面加 Ｗ借鉴 ：

其
一

： 在课程管理上 ， 我们应该学习美国 由社会中介机构——大学理事会来

操作具体的 ＡＰ 课程 ， 而不应该有几个或某几个大学 、 中学主导 。 这样做的好处

在于可Ｗ整合国 内大学的课程资源 ， 提供更丰富的课程科 目 和师资 ， 便于 ＡＰ 课

程学分置换 ， 同时也便于给大多数学生Ｗ公平的选择机会 。 可Ｗ这么说 ， 承认课

程的大学越多 、 选择选修的学生越多 ， 送样的课程体系生命力就越强 。

其二 ： 在课程 内容的选择上 ， 我们也可 Ｗ效仿美国的 ＡＰ 谏程分类的方法 。

前文 已说明美国按照学科的性质把 ＡＰ 课程分为艺术类 、 英语类 、 世界语言与文

化类 、 历史与社会科学 、 数学与计算机科学 、 自然科学六个大类 ， 每个大类又设

置相关的
一些科 目 。 这样的课程分类设置有助于给不同兴趣的学生提供一个可供

选择的方向 ， 尤其在 目 前国 内高中学生发展指导制度尚未成熟建立的基础上 ，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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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未来升学专业发展提供了
一个选择性平台 。 当然 ， 我们还可 Ｗ参考浙江嘗教

育厅的做法 ， 可Ｗ再附加上职业类甚至更多的类别 ， 因为考不上大学的学生还要

面临 Ｗ后走向社会的择业过程 ， 加强职业类 ＡＰ 课程的开设 ， 有助于学生学习一

技之长 ， 窩中毕业后更好地融入社会 。

其Ｈ ： 在实施过程中 ， 我们可 Ｗ借鉴美国对教师 、 学生两个教学角色做相关

的设定 。 教师层面上 ， 可Ｗ对执教 ＡＰ 课程教师的资格设定
一

定的标准 ， 比如可

Ｗ要求这些教师执教之前 自拟并向 网站上传该口课程教学大纲的电子版本 ， 这样

经过一定的审核才能保证教学的质量 。 还可Ｗ组织相关教师毎年参加 ＡＰ 课程教

师培训活动 ， 就教学方法 、 课程改进进行研讨 。 这样做既为大学教师和离中教师

协作搭建了桥梁 ， 也便于同
一

科 目 的教师取长补短 ， 改进课程教学的方法 。 而对

选择 ＡＰ 课程的高中学生 ， 我们可Ｗ设定在高二学段之后 ， 因为 ＡＰ 课程学习需要

一

定的基础 。 但同时在面向学生层面上我们可 放得更宽 ， 只要是高中的学生对

ＡＰ 课程有兴趣 、 有潜质都可 Ｗ选择参与 ， 这样才符合公平的准则 。 当然 ， 课程

类别 、 科 目 必须多样 ， 从某方面来说 ， 多样性是选择性的必要基础 。

＜

其四 ： 就 ＡＰ 课程的评价机制我们还要做统
一性的思考 。 像国 内这样只是个

别高校或几所高校开设 ＡＰ 课程并Ｗ考核的成绩作为 自主招生重要的参考依据 ，

必然会导致只有报考这些院校的学生才对这些开设的科 目感兴趣 ， 其他 生会

觉得事不关己 ， 长此Ｗ往 ， 开设这些课程的就不符合我国髙中课程改革选修课的

初衷 ， 课程的生命力也值得怀疑 。 我们不仅要学习 国外把统一评价的考试交给社

会机构来系统操作 ， 还要细化 ＡＰ 考试成绩与相关大学科 目 学分置换的制度 ， 这

样 ， 既便于学生参加
一

次 ＡＰ 课程学习就可Ｗ作为全国高校录取的参照 ， 也可Ｗ

节约成本 ， 促进教育的公平 。

课程的开发需要有
一

个系统化的考量 ， 要把课程管理 、 目标 、 内容 、 实施 、

评价作为必须的要素摆在课程开设之间来加 Ｗ考虑 ， 而不能采取
＂

摸着石头过河
＂

的方式 。 当然我们也要考虑中 国的国情 ， 对开设 ＡＰ 课程的学校具有相匹配的教

学资源 、 大学实验训练的各学科实验室 、 参考用书 、 课内外读物 、 考试费用 Ｗ及

学生的家庭经济情况 、 性别和学业负担等方面我们也要有统筹的思考 。 别人走过

的路未必是最好的路 ， 但别人的经验可Ｗ提供我们相关的参照系数 。

二是可Ｗ尝试与髙等学校合作开发
一些有利于学生专业成长和兴趣所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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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中特色课程 。 不必仅局限于学术讲座和也理辅导达些单 面 ， 可 拓展到

学业指导 、 生活指导及生涯规划等各个层面上 ， 这方面韩国大 田相关高中做了
一

些有意义的尝试 ， 本研究在后文将做详细分析 。

二、 反思及借鉴

（

一

） 基于
＂

多样性
＂

抑或
＂

特色性
＂

的理性思考

２００ １ 年 ， 教育部下发 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 ） 》 ， 该文件明确

提出 ： 离中 Ｗ分科课程为主 。 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个性发

展 ， 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 ， 在开设必修课的 同时 ， 设置丰富多样的选修

课程 ， Ｗ利于学生获得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 ， 为培养学生生存能力 、 实践能

力和创造能力打下 良好的基础 。 这是我国高中新课程改革第
一

次提到谏程的多样

性 。

２０ １ ０ 年 ， 中共中央 、 国务院印发了 《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２０ ） 》 再次指出 ， 高中选修课程的设置是髙中教育课程改革的重点 ， 是

高中学生个性化发展和创造性培养的重要保证 ， 也是体现学校特色化的重要领

域 。 并鼓励普通高中办出特色 ， 支持普通嵩中学校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 ， 在国家

课程方案的指导下 ， 根据 自 身定位和本地实际 ， 努力建设涵盖Ｈ级课程 ， 涵盖显

性与隐性课程 ， 涵盖常规课程与特色课程的学校特色化课程体系 。 多角度入手 ，

规划符合办学 目标和培养 目标的特色课程 ， 发展学校的办学特色 。 这是在选修课

程多样化的基础上提出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目 的是改变高中妨学
＂

千校
一

面
＂

的

现象 ， 让更多的普通高中办出特色 ， 也同时有利于学生个性多样的发展 。

但 问题是 ， 高中选修课程到底倾 向于
＂

多样性
＂

还是
＂

特色性
＂

？ 两者之间

是否有矛盾 ？ 两者之间联系何在 ， 区别何在 ？ 不搞清楚这些现实问题 ， 就有可能

在高中选修课程设置上陷入混巧的境界 ， 徘徊于多样和特色之间却无法处理好它

们之间 的关系 。

１ ． 高中选修课程多样性的辨析

从社会发展的角度 ， ２０ 世纪末 ， 世界许多 国家都发起了面 向 ２ １ 世纪的基础

教育课程改革 ， 发达国家诸如 日本 、 法国等国在课程结构上都做出相应的调整 ，

增加了选修课程 、 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 。 纵观世界各国课改的现实 ， 不同 国家 、

地区高中的性质 、 定位和培养 目标 、 课程设置虽有不同 ， 但主要涉及两个方面 问

１ ２２





第六章 ； 商中特色课程建设反思与借鉴


题 ， 即基础性和多样化 ， 其中 多样化的要求都得到 了不同程度的重视和体现 。 原

因是各国为 了顺应信息化 、 国际化 、 多元化社会所需要的教育价值理念 ， 培养适

应未来的合格高中毕业生 ， 必须从课程的多样性角度来巧展学生的能力 。

从课程发展的角度 ， 鉴于当下高中教育 己经从精英化向大众化转变 ， 随之而

来的培养 目标也出现了相应的变化 ， Ｗ往那种就业＋升学的培养模式已经不太合

适当下高中的培养 目 标 。 高中教育可能更多要关注学生的基础学力和个性发展 ，

传统的那种单靠学科教育和职业教育的课程模式 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发展对高

中毕业生的要求 。 面对送样的情况 ， 多样化的选修课程势在必行 ， 因为只有依靠

多样化的选修课程才能依据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 ， 找到适合学生 自我发展的未来

之路 。

２ ． 课程多样性可能带来的 问题

１ ） 课程多而无
＂

界
＂

课程的多样性可 Ｗ在多尔的后现代课程观中找到
＂

影子
＂

， 多尔的后现代课

程观强调课程的丰富性 、 不确定性和扰动性 ， 尽管他最初的丰富性不是指课程数

量上的增长 ， 更多的指的是
＂

适量的不确定性 、 异常性 、 无效性 、 模糊性 、 不平

衡性 、 耗散性与生动的经验
＂

。 这里的经验可能还可Ｗ指课程的多层论释 、 意义

和 问题群 。 但现实中很多教育部口甚至教师片面地把丰富性等同于多样接Ｔ 造成

了课程数量盲 目 的増长 ， Ｗ至于诸如廉政 、 新能源 、 地方戏 、 中医 、 循环经济等

都进入课程领域 。 其实 ， 深入思考
一

下 ， 这里的
＂

丰富
＂

不完全指的是课程数量

上的
＂

多样
＂

， 它还包括课程意义 、 课程理解等其他方面 。 完全把课程的多样性

理解成数量上的扩张 ， 很容易造成课程多而无
＂

界
＂

的境地 。 送里的
＂

界
＂

不是

要给课程画上
一个确定的边界 ， 使课程处于

一

种静止不变的状态 ， 因为课程本身

就是变化的 ， 确定性的课程很难适应时代发展的要求 。 但这也不能否认变化中的

相对稳定 ， 有些涉及基础共识性的课程本身就是人类智慧长期积累的结晶 ， 是人

类文化发展的
一

种延续 ， 尽管它有可能也会发展、 变化 ， 但人类一致性 、 通约化

的课程 内容就应该 某种相对确定性的方式加 Ｗ 固定 ， 这样做 ， 也保证了课程 内

容基础型的 内涵 。 虽然全球的文化形式多种多样 ， 教育和课程也屡有变化 ， 但它

们仍然是Ｗ某种同位结构的方式实现 。 世界各国在教学课 目 的设置和课时分配上

渐趋一致 ， 因而 ， 它实际上是
一

种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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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 课程多而无
＂

序
＂

抗动性可Ｗ说是后现代课程
一个典型的观点 ， 扰动的本质就是变化 ， 代之而

起的是一种开放的 、 舞蹈性的课程 。 扰动本身在于反对静止 ， 提倡变化 ， 促成课

程的协商 ； 开放则意味着多角度 、 多方位的接纳 ， 反对封闭僵化的课程 。 两者相

加 ， 可能会造成后现代课程观对现代课程线性的 、 相对完整的课程秩序挑战 ， 极

易在后现代流变的课程观中抛弃一切课程的有序原则 。 其实 ， 扰动和开放是否一

定就要反对课程的有序性 ， 这个问题值得商權 。 首先任何事物的发展都是有一定

方 向 的 ， 尽管这个方向未必就是直线型的 ， 可能存在 曲线甚至反方向 ， 但大致的

方向是 向前的 ， 送一点是人类普适性的共识 。 各个时期课程内容的选择 、 课程实

施方法的改变就可Ｗ证明这
一共识的存在 。 如果课程的发展缺少了这一有序的方

向性 ， 课程本身的意义就会丧失 ， 学校教育也会失去存在的价值 。 其次 ， 现代课

程在攫辑顺序和也理顺序的考量上也是有其合理的意义 。 课程 内容的逻辑顺序是

学科发展历史的体现 ， 展现了课程 内容前后相辅相成的 内在关系 ， 保障 了课程 内

容的逻辑性和严密性 ， 便于学习者 由浅入深的掌握 ； 课程的也理顺序主要体现了

学习者的也理特征 ， 根据学习者年龄段合理有序的安排课程内容 ， 便于学习者 由

易到难掌握课程 内容 。 当下高中选修课程在课程多样性的倡导下 ， 大多 Ｗ模块化

课程的方式选择课程 内容 、 安排课程实施 。 实践过程中就出现了模块过于多杂 ，

模块与模块之间缺少必要的联系和衔接的 问题 。

３ ． 高中特色课程辨析

高中特色课程是顺应髙中特色办学提出 的 ， 因为特色办学的最佳承载点莫过

于特色课程 。 从理论的视野来看高中特色课程 ， 至少它有 Ｗ下理论基础 。 从教育

目 标来看 ， 它切合 了人本主义的教育思想 ，

一

切特色课程都是为 了满足学生个性

发展的需要 ， 都是 Ｗ人性为本位 ； 从课程的 内容上看 ， 它又是加德纳多元智能理

论的最好体现。 学生的个性潜质是多元化的 ， 特色课程正是基于此来开发建设的 ，

也可Ｗ说它是因材施教的一种现代版 ； 从课程评价角度看 ， 它换弃了一考定终身

的传统评价模式 ， 代之 Ｗ过程性评价方式 ， 为全面客观地评价学生 、 培养合格的

未来社会需求的人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可Ｗ说 ， 髙中特色课程体现了现代社会

发展 及高中从精英型 向大众化的转型的需要 。 课程的特色性可能带来的 问题

１ ） 特在
＂

表象
＂

。 鉴于高中特色课程主要是改变我国高中 同质化现象 ， 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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髙中办出特色 ， 因而很多髙中学校在开发特色课程过程中往往Ｗ学校的文化传

统 、 区域特色作为主阵地 ， Ｗ项 目 带动学校特色课程 。 但问题是 ， 学校的特色是

否就应然的和学生的需求相契合 ， 这一点值得怀疑 。 比如 ，

一些地区乃至学校的

文化传统已经过时 ， 在不考虑学生的前提下开设这样的特色课程是否能够满足学

生的需求 ？ 是否能够适应时代发展对未来高中毕业生的需求 ？ 学校开设的任何

课程都是为教育 目标服务的 ， 其最终的服务对象应该是学生 ， 尤其是特色化 、 个

性化的校本特色课程 。 如果从学校 自 身角度考虑特色课程的特色性 ， 很容易造成

脱离学生的华而不实的特色课程 ， 看起来很光鲜 ， 其实只是满足了学校特色化的

表象 ， 没有真正起到特色课程的开发的作用 。 而那些特色课程只能是写在纸上 、

贴在墙上 ， 对学生的全面发展没有丝毫的意义 。

２ ） 特在
＂

片面
＂

。 鼓励学校办出特色 ， 本来是针对我国高中长期 ｌＵ来 レッ升学

＋就业而形成的
一

种同质化的倾向 。 但当下高中学校特色课程建设可能因此走 向

另
一

种形式的特色课程的 同质化 。 很多普通高中在升学这方面无法和重点唐中抗

衡 ， 为 了求得
一

席生存之地 ， 只能在特色上做文章 。 目前我国 的高中特色化办学 ，

很多学校都集中在艺体特色这方面 。 原因很简单 ， 既要有特色又要出成绩 ， 艺体

特色课程的设置是最好的捷径 。 艺体考生髙考录取分数线低 ， 学校Ｗ这些艺体课

程来表现特色 ， 可Ｗ说是双赢 。 但这种近乎另
一

种同质化倾向 的课程特色。 其实

是功利化教育的必然结果 ， 长此Ｗ往 ， 可能会带来资源浪费 、 重复建设 。 片面化

的特色课程的开发其实背离 了特色课程的 内涵 ， 最终也走向人才培养的片面化 、

同质化 。

３ ） 特在
＂

疏离
＂

。 无论是从学校的角度考虑选修课程的特色还是从功利的角

度开设艺体特色课程 ， 其实本质上都表现在它们疏离 了本该法重的服务对象——

学生 。 因为开发特色化的选修课程主要的 目标还是让学生有选择个性化发展的需

求成为可能 ， 其着眼点应该是学生而不是学校或者其他 。 完全从学校的角度开发

特色课程 ， 其落脚点 自然在学校而不在学生 ， 疏离了特色课程的主体——学生已

是必然 。 当然 ， 还有
一

种疏离即非学校所能为 ， 选修课程特色化 （包括选修课程

自 身 ）疏离了我国现行的考试评价制度 。在当下我国高考评价制度尚未有效改变 ，

任何选修课程的特色化都要受到现行商考制度的制约 ， 原因是功利化的教育是我

国島中教育长期痛疾所在 ， 评价一个商中学校 、

一

个离中学生的标准似乎就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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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数量、 质量 ， 却忘记 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人的发展 。 这种评价制度使得

选修课程的特色化成为
一种应付检查的摆设 ， 上级检查时它是

＂

座上宾
＂

， 检査

结束就被打入
＂

冷宫
＂

， 成为学校课程建设中名副其实的面子工程 。 选修课程特

色化疏离了我国现行的高考评价制度本身不是学校之过 ， 教育主管部口必须 出 台

新的高考评价制度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貌合神离的状况 ， 真正地把特色化的选

修课程纳入高考的评价模式 ， 完善我国高考评价模式 。 ２０ １ ４ 年国务院下发 《 国

务院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 》 （ 国发 （ ２０ １ ４ ）３ ５ 号 ） ｔｉ
ｉｌ及教育

部颁布的 《教育部关于普通高中学业水平考试的实施意见 》 （教基二 巧０ １ ４ ］１ ０ 号 ）

和 《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的意见 》 （教基二 巧〇 １ ４ ］ １ １

号 ） Ｈ个文件正是改革现行高考评价制度的 良好的开端 。

４ ．

＂

多样性
＂

和
＂

特色性
＂

内在的关系

１ ）

＂

多样性
＂

是
＂

特色性
＂

的基础 ，

＂

特色性
＂

是
＂

多样性
＂

发展的 目标

高中选修课程的开设是为 了满足社会经济发展对高中人才培养提 出 的新的

挑战 。 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对未来人才的要求表现出全方位、 复合型 ， 仅仅靠 Ｗ

往的职业和学科教育已无法满足现代社会对高中生未来走向社会的要求 ， 创新

精神 、 适应能力 、 合作意识都是未来高中毕业生必须具备的素质 。 加上学生本

身 的个性情趣各不相 同 ， Ｗ往单
一

统
一

的课程有抹杀学生个性发展之嫌 。 所Ｗ

各国在本世纪之初都进行了课程变革 ， 共性基本上都要求高中要增设多样性 、

选挥性的选修课程 。

一

是适应时代的要求 ，

一

是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个性需求 。

＂

多样性
＂

是选修课程
＂

选择性
＂

的必然要求 ， 没有多样化的选修课程 ， 课程

的选择性无从谈起 。 另
一

方面 ，

＂

选择性
＂

的过程其实就是课程 自 我完善 、 自我

发展的过程 ， 经过对多样性选修课程的筛选、 重组 ， 剩下的能够为学校长期作

为选修课程的科 目 ， 必然也是具有
＂

特色性
＂

的课程 ， 因而 ，

＂

多样性
＂

其实也

是
＂

特色性
＂

的基础 。 同时 ， 这一多样性选修课程的发展过程也是课程发展的

必然趋势 ， 多样性
＂

选修课程最终就是要实现
＂

特色性
＂

， 通过
＂

特色化
＂

来

形成选修课程的优化 ， 才可 Ｗ顺应社会和学生的需求 ， 实现高中课程培养 目 标 。

２ ）

＂

多样
＂
一

定
＂

特色
＂

，

＂

特色
＂

则未必
＂

多样
＂

按照国 内学者石欧观点 ， 特色课程主要可Ｗ分为Ｈ类 ，

一

为学校开发的校

本课程 ， 主要课程资源来源于是区域和学校相关特色领域 ；

一

为 国家课程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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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实施 ， 包括教学方法 、 手段 、 设计模式的特色化 ； 最后是课程特色组合方案 ，

是学校对国家规定的课程进行的重组和改造 。 无论是哪
一

种特色课程都和
＂

多

样性
＂

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 校本的特色课程立足于地域和学校固有文化特色 ，

每个地区 、 每个学校因其历史 、 传统和文化的差异 ， 本质上是无法统一的 ， 多

样性是其固有的特性 ， 因而 ， 校本特色课程必然是多样的 ； 课程实施的特色化

是需要课程实施者一一教师具体执行的 ， 教师因其年龄 、 所受教育 、 价值观、

性别的不同 ， 在具体的课程实施过程中也不可能有统
一性的实施办法 ， 所谓

＂

教

无定法
＂

应该是其中 的
一

种表现 。 这也就决定 了课程实施的特色化也是多样化

的体现 ， 最具特色的课程实施 ， 往往是最有个性的 ， 而个性化的东西也是因人

而异 ， 也是多样化的 ； 当然 ， 课程特色组合方案也更是多样性的 ， 每所学校依

据 自 己的办学特色 ， 重组和改造国家规定的必修和选修课程 ， 不仅允许学生选

择不同的课程 ， 而且允许学习程度也可不尽相 同 ， 送种选择性和弹性化的特色

本身必然是多样化的 ， 否则也不可能为学生提供特色化的课程平台 ， 更不能形

成学校课程方案的特色化 。 由此我们可 Ｗ明晰 ， 课程的
＂

多样化
＂

是
＂

特

色化
＂

的 ， 多样化是特色化的基础和核也 。

相反 ， 课程的
＂

特色化
＂

则未必
一

定是
＂

多样化
＂

的 。 特色课程的特色性

在最初形成之前是需要多样化作为基础的 ， 但在课程的变革过程中 ， 最终的 目

的是要就课程的
＂

多样性
＂

逐步形成
＂

优质化
＂

， 完成
＂

人无我有 、 人有我优
＂

的课程愿景 。

＂

多样性
＂

可Ｗ说是
＂

特色性
＂

发展的
一

个起点 ， 但未必就是最终

的 目标 。 特色课程中 的
＂

优质性
＂

和
＂

独特性
＂

本身也和
＂

多样性
＂

有着某种

内在的冲突 ， 独特 、 优质的东西本身就个性化的 ， 也不属于多样性的范畴 。 很

多
＂

多样化
＂

的特色课程未必就是
＂

特色化
＂

的课程 ， 它需要在课程变革过程

中得到公众承认并显示出强大的活力 ， 从多样性的课程中脱颖而出 ， 才能形成

自 己的特色 ， 成为优质 、 独特的恃色课程 。 课程实施的多样性和课程方案的多

样性 ， 也必须在实践的过程中逐步完善 、 优化 ， 形成独特的风格 ， 才可Ｗ谈得

上
＂

特色性
＂

。

３ ）

＂

多样性
＂

重在数量 ，

＂

特色性
＂

则重在质量

多样性的选修课程是建立在
一

定数量的课程科 目 基础上的 ， 没有数量上的

多样 ， 选修课程的选择性也就无法实现 。 无论是定位于国家课程 、 地方课程还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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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 ， 选修课程的平台
一

定是丰富多样的相关课程科 目联合体 。这里有学科 、

文化 、 个性 、 兴趣等各个方面 ， 目 的都是为学生全面发展服务 ， 让学生有 自主选

择的空间 。 哲学上所说的
＂

多
＂

和
＂
一

＂

的关系 ， 只讲
＂
一

＂

而不讲
＂

多
＂

， 就

否定 了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化 只讲
＂

多
＂

而不讲
＂
一

＂

， 就否定 了世界的普遍

性和统一性 。 任何现实存在的事物 ， 都是具体的 、 特殊的 ， 是
＂
一

＂

与
＂

多
＂

的

辨证统
一

。

＂

多样性
＂

并不表示无所不包 ， 无所限制 ， 它注定要在课程变革的过

程中 ， 经过大浪淘沙 ， 建立起相对稳定 、 利于学校和学生发展的选修课程体系 。

这一充满选择性的课程发展过程 ， 也就是课程
＂

多样化
＂

走向
＂

特色化
＂

的过程 。

因为经过课程变革优化所保留的一些优质化的选修课程当然必须具备
＂

特色性
＂

，

＂

特色性
＂

的课程本着为每个个性不同学生提供发展的平台的理念 ， 充分考虑到

学生的个别性差异 ， 它体现了
＂

再没有比对不同的学生按相同的要求来对待更不

讲究质量的了
＂

精神 。

＂

多样性
＂

的数量最终要服务于
＂

特色性
＂

的质量 ， 这是

课程变革发展的必然要求 。

无论是课程变革趋于
＂

多样性
＂

还是
＂

特色性
＂

， 其本质上都是为着
一

个恒

定的教育 目标 ， 为学生个性化发展打下 良好的基础 。 课程变革中的
＂

多样性
＂

最

终需要优质化并上升到
＂

特色化
＂

， 这是高中选修课程发展的必然趋势 。

（二 ） 中韩商中学生发展指导特色课程比较借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 ２０ １ ０
—

２０２０ ） 》 中 明确提出 ， 普

通高中计划十年 内要
＂

建立学生发展指导制度 ， 加强对学生的理想 、 也理 、 学业

等多方面的指导
＂

， 并为学生提供更多 的选择 。 送是今后一个时期全面提高普通

高中学生综合素质的主要政策举措之
一

。 其实学生发展指导制度近百年来
一直和

髙中 的发展相伴而行 ， 早在 巧 ０２ 年就 已经在法国 中学诞生 ， 美国更是在 １ ８８８

年就 由梅里尔在 旧金山柯思威中学尝试职业指导工作 ， １ ９ １ ７ 年 ， 美国 国会通过

《史密斯一休±法案 》 ， 规定中学开设职业指导课程 ， 从法律上认可了职业指导

在中学教育中 的地位 。 尽管我国的学生发展指导在 ２０ 世纪初一些中学也开展了

职业指导工作 ， 但在指导职能专 口化上起步较晚 ， 高中在学生发展指导方面的工

作及研究相对比较薄弱 。 主要局限在学校 内 的职业指导 、 升学指导和生涯规划等

方面 Ｉ 缺少整体性的规划和成功的典型模式 。 尤其在借鉴地方课程资源开发特色

化的学生指导课程方面还比较单
一

， 主要集中在专家讲座和家长辅助这些方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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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有系统化利用地方资源开发有特色的课程来进行学生发展指导的 。

２０ １ ４ 年笔者因 国际交流项 目 ， 有幸成为韩国大 田市韩国又松大学访问学者 ，

并对大 田相关高中做了
一些调研 ， Ｗ下就大田市相关高中学校和 国 内知名髙中为

．

例 ， 比较中韩两国在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特色化课程开发上的不同 ， Ｗ期取长补短 ，

为我国 的高中特色化学生发展指导课程开发提供 良好的经验 。

１ ． 比较对象相似性

韩国大田市是韩国著名 的科学之都 ， 韩国屯大城市之
一

， 现已发展成为韩国

新的 中也城市 。 它位于韩国 国±中也部 ， 截止到 ２０ １ ３ 年 ， 大 田市面积为 ５３９ ．９７

平方公里 ， 人 曰 １ ， ５ ３９ ，１ ５４ 名 。 韩国政府把大 田大德研发特区指定国际科学议

业据点地区 ， 使大田更加具各成为 国际化科学之都的声望 。 目前 ， 大田市拥有高

中 ６２ 所 ， 其中公立 ３４ ， 私立 ２８ ， 学生在校人数为 ６ １ ， ８５７ 名 。

①

大 田市教育的基本方向 为
＂

幸福的学校 ．充满希望的大田教育
＂

， 其 目标指向

是培养具有正确的人性和创造性的高品位的世界市 民 。 大 田东新科学商中和大 田

科学英才学校尽管分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校 ， 前者属于韩国的
＂

特殊 目 的的高中
＂

，

主要是注重特色化办学 ， 重点培养未来科学家 。 后者属于韩国英才教育机构 ， 主

要偏重于数学和 自然领域 。 两所高中虽各有特色 ， 但总体上都是倾向于理工科类

型的高中 ， 比较重视科学教育 ， 培养 目标上上也十分注重探究智慧 、 创＾合的

人才格式 ， 并非常注重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
．

；

国 内上海理工大学附中和北京理工大学附中都是理工类大学的附属 中学 。

上海理工大学科技教育特色明显 ， 拥有多个科技教育特色项 目 ， 是上海市科技教

育特色示范校 。 同时 ， 该校也十分注重学生健康人格的培养 。 而北京理工大学附

属 中学也属于北京市科技示范校 ， 近年来 ， 学校有近 ５００ 人次在各级各类科技竞

赛中获奖 ， 形成鲜明的
＂

人文奠基 ， 理工见长
＂

的办学特色 。

正是基于这四所高中办学特色和培养 目 标的相似性 １＾及各个学校在学生

发展指导课程方案中有效性 ， 本文才选取既 ｆ顷向于科学教育且又注重人格培养的

四所中 、 韩高中 ， 便于这几所学校在高中学生指导特色化课程上具有可比性 。

２ ． 中 、 韩两国髙中学生发展特色指导课程比较

鉴于国 内外高中学生发展指导的共性 ， 我们把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的方向定位

？
ｈ ｔ ｔ ｐ ：／ ／ ｄ ｊ

ｅ ．ｇｏ ．ｋ ｒ ／ ｓ ｕｂ ／ ｃｈ ｉ ｎａ ／ ｉ ｎｄｅ ｘ ．ｊ ｓ 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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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生活指导 、 学业指导和生涯指导Ｈ个方面 ，

一

是国 内外大多数高中一般性的发

展指导课程都包含在其中 ； 另
一方面 ， 有一个较为具体的课程 内容框架便于我们

对两国的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课程的开发做出相应的 比较 。

１ ） 生活指导课程比较

从生活指导来看 ， 两国的髙中虽有理科高中 的倾向 ， 但都比较关注人文教育 ，

也许都认识到人文教育相对于理工科高中更为重要 。 Ｗ下展示上海理工大学附属

中学大 田东新科学高中生活指导 内容表 ， 再做详细分析 。 上海理工大学附中 中学

主要是分年级来实施生活指导课程的 ， 生活指导主要课程内容有 ：

Ｊ项 目 内容组成 实施办法
级


掠 古 身昆

１ ． 新学校 ： 加深学校历 史 、 枚 图环境等的认识与 了解

２ ． 新班级 ： 班级同 学认识 ’
加强彼此联结 ．

化 备 人纽



３ ． 新生活 ： 对巧 中 学 习 生活初步认乱


高 中课程谈置介绍

１ ． 自 我认化 了 解各种认识 自 我的方法 ， 更为深入地认识
＊＂ 化 Ｗ 田 巧典

４ 自 我 自 我与悦纳 自 我 ，

巧

成衣 ２ ． 自 我管理 ： 学会观察及处理个人情绪 ， 学 习应对生活 中
正 皮 巧 人 ，—

＾
开展团体及个人辅导



的 问题 、 困难及重 大转变 。



１ ． 沟通技能 ： 学 习有效沟通的元素 ， 了 解各种沟通方式 ，

掌握沟通技巧

々畫
２ ． 冲 突管理 ： 理解人际冲 突的成因及其可能带来的忘果 ， 家长工作坊

巧通
学会如何更好地处理人际冲 突 ．

屯俞 １ ． 认识生命 ： 从进化的 角 度看生命 ， 了 解生命起源 ， 感语

￣ ￣

＂

认识生命
ｎ

生命教

生命来之不 易 ， 增强诊爱生命的意识和态度．育课程

言
Ｗ ２ ． 热爱生命 ： 感恩生活 中 的 美好 ， 勇 于面对生命的 困境。 主题教育



＾＂
一起谈爱情

。

师 生
－

座巧
与道 培养健康的异性交往态度与行为

德


团体及个体辅导

应对

高学 ３ 应对 ａ难仇态度与技能班级辅导课程

＝
，。理

学会调适 自 己的情绪与化态 团体及个体辅导＿

Ｉ

辅导


（ 资料来源黄向 阳 、 王保星 《普通 高 中 学生发展指导 实践案例集 》 １ ９ ６ ）

而大 田 东新科学高中在人文教育送方面的巧程内容是按照人格具备 、

自律责任 、 分享关怀 、 身也体验Ｗ及班级经营等几个方面来实施的 。 详细

内容见下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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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型 Ｉ

实化事巧

①记录生活指导

②早上上课指导 （ 礼仪 、 服装 、 么到 ）

⑤守护学 习 地方活动强化

④通讯器材使用及强化礼节教育

⑤报恩信访写作 （ 教师 、 父母 ）

， ａＡ一 Ｗ？古 ＊！
？

－

主 化 ｅ⑧模范学生表《

⑦料交暴力预防

⑨暴为对策 自 治委员会实施

⑨问候礼仪指导

⑩守护天使实施

口吸烟预防及禁烟教育



口给朋友写信


①民主的学生 自 治活动组织运营

②收集学生意见 ， 制定生活规则

③ 自 律秩序维持活动

④学校活动和学生意见反映

自 律和责任具备的 民主教育⑤干部学生体验活动

⑥ 自 治活动充实化

⑦体验活动 、 秩序教育

⑨垃圾分类教育 实施



⑨实施清扫责任制


①地区社会净化活动

②学生父母奉献团组织运营

⑤一机关一教育联系本献活动

④通过义卖帮助不幸的人

卡 ４
－

么 古 心 人
．

车＾⑤年末岁 除帮助不幸邻里 ， 捐款
实行分享和关怀＇的社会活动

⑥－起学 习 的学枚 （ 和残疾人－起 ）

⑦积板参与献血活动 ．

．

》

⑨服务活动和报告书完成指导

⑨服务奖授奖



⑩退概


①地 区社会机关活动

②主题探究体验活动

身 。学 习 感受的体验活动＾ 子 一 欠巧释
④教科关联体验学 习

⑤体验活动报告书授奖



⑥国 外科学体验研究


①实行社团发表会

②按社团 、 组 、 报告书展示

冷静的 头脑温暖的 生动的 活 ③社团作品展示会

动 （ 综合艺术节 ）④按班级每 日 展示

⑤各种教育活动结果展示



⑥学生特长展示


父母的 朋友的 ‘Ｕ
， 关于未来关 ①Ｗｅｅ 教室班级运营

于苦恼分享的商谈活动 Ｉ

②实行专适性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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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反思与借鉴


Ｉ

⑨进学商谈问巧活用

④ 自 适前途主题体验

⑤专 口商谈教师活用

⑥集体商谈

⑦每周 学生父母商谈

⑨照顾 、 叫 醒学生指导



⑨危机学生商谈指导


①实行班级经营 目 标管理制

②班级运营 费活用

用 我们 的颜 色合我化 班上 色
－

ｆ ＞

５１ Ｉｆ④按班级实施有特 色的郊游

⑤按班级美化环境

⑧按班级清单运营



⑦班级特色事业运营


（ 资料来源于 ２ ０ １ ４ 年欠田 东新科学 高 中 《学校教育计划 》 ３ ０
－

３ １ ）

比照两所学校生活指导课程本研究认为 ：

从课程 内容上看 ，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中主要集中在新生适应 、 自我成长、 人

际沟通 、 生命教育 、 交往道德 、 应对困境和也理辅导未个方面 ； 而韩 国东新科学

高中则偏重于人格培养 、 自律责任 、 分享关怀 、 身也体验 、 社团活动 、 商谈活动

和班级经营走个部分 。 虽然生活指导的课程 内容都是古个部分 ， 也都比较关注高

中学生 自律 自我 ， 关注学生沟通和交往 ， 但侧重点各不相 同 。 国 内 的高中 比较偏

重于个人情绪调控和面对困境的调适 ， 大概是国 内高中学生要面对沉重的高考压

力 ， 学生也理疏导显得尤为重要 。韩国高中则倾向于 民主 自 治的 自 律秩序的形成 ，

而且从细微处教育学生 ， 比如注重收集学生意见 、 垃圾分类 、 清扫责任制等等 ，

看似很小的事情 ， 其实就包含着 自律责任的要求 ， 从细微处入手本身也就是教育

内涵的所在 。

在沟通交往方面 ， 国 内高中 比较注重于冲突和早恋的 问题 ， 其实本质上还是

有防范于未然 的意识 ， 力 国通过班级团体 、 家长辅导来杜绝这类现象的发生 。 其

实送种做法收效如何很难评价 ， 但凡只要有人的地方必然会存在冲突 ， 孩子到了

高中送个年龄段对异性感兴趣也属于 自 然 ， 关键是交往的道德应该明确 。 韩国高

中也注重交往沟通 ， 只不过更注重分享和关怀 ， 弘扬学生的奉献精神和乐于帮助

残疾和不幸的人 ， 比如献血 、 捐款 、 地区社会净化活动等等 。 在分享层面上 ， 通

过 Ｗｅ ｅ（我们共同的 ） 教室班级运营 ， 培养学生集体凝聚力 ， 鼓励给朋友写信 ，

分享高中学习 生活 ， 通过各种形式的商谈活动拉近孩子和学校、 教师 Ｗ及父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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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 。

在生活指导这
一

层面上 ， 国 内有两点颇具特色 。

一是生命教育 ， 二是也理辅

导 。 这两方面韩国生活指导课程中虽有体现 ， 如学校暴力预防 、 守护天使实施及

吸烟预防和禁烟教育 。 但总体上没有上升到感悟生命来之不易 、 増强珍爱生命的

意识与态度这
一

层面上 ， 没有单独地把它作为
一

个专口 内容来引起足够的重视 。

也理辅导方面 ， 国 内很多髙中都有开设专口的指导课程 ， 內容涉及调试情绪 、 应

对困境和离考应试等方面 ， 这个专题课程在韩国离中 的指导课程中没有体现 。

从课程实施过程来看 ， 中韩两国都注意到班级管理和家长的作用 ， 上海理工

大学采取了班级辅导课程和家长工作坊的形式 ； 韩 国东新科学高中则采取一系列

的特色活动谋程开设来凝聚班级集体 ， 让学生用 自 己的颜色给 自 己的班级添彩 。

上海理工大学附中通过 《家长系列培训方案 》 ， 成立家长委员会 ， 最大限度地希

望家长协助孩子
一起成长 。 而韩国东新科学髙中鼓励父母和孩子成为朋友 ， 分享

孩子的苦恼 ， 每周照顾 、 叫醒孩子 ， 并关注孩子的前途 。 生活指导课程实施两国

窩中也有所差异 ， 韩 国在指导课程实施过程中非常注重细化 ， 屯个部分巧容有细

化成很多小的方面 ， 这样做的好处是易于操作 。

２ ） 学业指导课程比较

学业指导课程是商中学生学习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 也是
一个学校教育教学

质量的重要保障 。 国 内很多商中对学业指导课程都很重视 ， 大部分集中在華业规

划 、 学法指导及升学指导兰个方面 内容 ， 北京理工大学附属 中学也不倒外 。

学业规划方面 ， 包括指导学生科学选课 、 确定学习 目标 、 管理学习过程和正

确运用有效学习方法 。 此外 ， 针对高一学生开展学业入境教育 ， 为学生发放
一些

过渡性学习辅助材料 ， 为各年级学习新课程的学习提供学科入口教育 。

在学法指导方面 ， 学科教师努力帮助学生找到适合 自 身 的学习方法 。 信息技

术学科引导学生开展
＂

小组合作
＂

学习 ， 英语学科组引领学生通过英文电影 、 歌

曲欣赏 、 小说赏析等方法进行学习 ， 化学及数学学科组通过研究个体差异 ， 积极

探究有效教学模式 、 学习方法和有效作业设计 ， 努力帮助学生认识 自 己的学习特

点 ， 形成 自 己的学习风格与方法 。

在升学指导方面 ， 将升学指导与生涯规划结合实施 ， 通过生涯规划为学生选

择理想高校 、 专业及职业奠定基础 ， 同时组织升入大学不久的毕业生返校与髙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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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进行交流 ， 内容包含高校介绍 、 专业选择 、 商Ｈ学习指字、 应考瓜理调试等 。

①

韩国大 田科学英才髙中在学业指导方面做得比较有特色 ， 学校就本地商校资

源如韩国科学技术学院 、 忠南大学和大德研究开发特区研究院 ， 招募隐退科学家

及地区优秀科学人才 ， 并通过形成
＂

学术引入
＂

制度 ， 在学生形成科学家的研究

态度和品行、 素质 、 涵养等方面Ｗ及提高学生科学探究能力和创意解决问题能力

方面做出相应的指导 。 这种
＂

学术引入
＂

制度主要包括Ｗ下 内容 ：

学生和科学家 （教授 、 理工科博± ）
—对一结缘 ， 科学家及理工博±主要来

源于本地区招募 ；

科学家成为指导者 ， 给学生学习 、 研究领域的相关指导 。 包括对学生关也的

学术学习 的支援 、 放假中现场研究活动支援 、 毕业论文关联指导和学业关联商谈

支援 ；

＂

指导者
一起随行

＂

书本发刊 。 包括和指导者随行的研究活动结晶 、 指导者

给学生 、 学生给指导者信件 、 活动照片收录Ｗ及指导者和学生普及书本作为学校

宣传材料 ；

科学关联的校园活动 ， 邀请指导者激励指导学生 。 包括邀请学生向往的多样

化领域的科学家来学校演讲和商谈 、 和科学家
一起分享暑期的科学露营活动并和

科学家一道免费参加科学音乐会 （演讲 、 实验等 ） 。

召开 ｏｐｅｎ 学术节 。 包括 临近大学 、 研究院 、 学生家长 及大田市 内学生

为对象都可 Ｗ参加的夏 、 冬两季学术节 ； 有本校学生和结对科学家 自律研究和科

学展览会 、 科学探究学习研究成果介绍 （宣传画及 口 头发表 ）
； Ｗ大 田市 内 中小

学生们为对象 ， 接收科学探究报告书 ， 给予优秀学生在学术节上发表的机会 ； 选

择 ｏｐｅｎ 学术节优秀宣传画贴墙宣传 。

大德研究开发特区研究院连接学校科学社团活动 。 包括所有学生加入
一

个Ｗ

上的科学探究活动 ； 科学社团活动的主题选定 、 最新研究动 向 、 探究过程和 内容

都有学生 自 己把握 ； 社团学生见学观摩 ， 协助研究院科学家共同研究等 。 ②

结合两所高中学业指导课程的特点 ， 可 Ｗ说各有所长 。 国 内 高中把学业指导

①

黄向 阳 、 王保星 ． 普通 高 中 学生发展指导 实践案例集 ［
Ｍ

［ ］
． 上海 ： 华 东 师 范大学 出化社 ，

２ ０ １ ４
：

５ １

？
马丑立？号刘星 Ｉ  ［

Ｍ］ ． 却妇是 ｉＪ巧司
■

五ｇ句：ｉｌ２ ０ １ ４ ． 勾ｙ４ ５
－

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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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Ｈ个模块 ， 即学业规划 、 学法指导和升学指导 。 内容上主要还是基于我国高

中学生升学考试为主导 ， 目标是满足学生考上
一

所理想的大学 ； 而韩国大田科学

英才学校则更倾 向于合理利用地方髙校资源 ， 把学生的学业发展不仅仅局限于升

学 ， 更多的是培养学生兴趣 ， 让学生找到适合 自 己的研究领域 ， 从与科学家交往

的过程中体验科学探究的乐趣和科学研究的最新动 向 。 这种不局限于高考的
＂

学

术引入制度
＂

固然和韩国科学英才髙中 的性质有关 ， 因为韩国的科学英才学校主

要是选拔相对优秀的毕业生 ， 目标是培养未来的科学家 ， 在韩国属于特殊 目 的的

窩中 。 但无论其性质如何 ， 在合理利用地域髙校资源上值得我们借鉴 。 国 内高中

也有利用高校资源的 ， 比如上海理工大学邀请上海理工大学 ２３ 名教师 ， 分 １ ７

个专场进行演讲与交流 ， 与学生共话大学专业学习与就业前景 。 但国 内髙中主要

还是利用髙校人力资源优势 ， 通过讲座或实地观察的方式来了解相关大学的专业

建设 ， 进一步为学生报考此类高校打下初步的基础 ， 本质上还是为 了满足学生考

上一所 良好大学的愿望 。 韩国科学英才学校这种
＂

学术引入制度
＂

颇有创新 ， 它

通过学生和相关院校科学研究人员 的结对 ， 既有利于学生从他们身上学到科研Ａ

员的优 良晶质 ， 同时 ， 学生在和科研人员接触了解过程中也掌握了
一些前沿信息 ，

再进
一

步和科研人员合作研究 ， 也容易找到 自 己的兴趣点和未来研究的发展方

向 。

值得一提的是韩国大 田东新科学髙中在学生的学业指导课程中也有创举 。 比

如在利用 图书馆引导学生 自我学习送个方面 ， 大田东新科学高中学生父母 、 避休

教员担任
＂

母亲
＂

名誉图书管理员 ， 成立由教导主任 、 研究部长 、 图书馆管理员 、

各学科教师代表为委员 的学校图书馆运营委员会 ， 审议选定合适的资料 ， 每年 ４

次购入图书 ， 建立学校图书馆业务系统 ， 方便学生快捷便利地查找借阅 图书 。 同

时开展图书馆管理使用课程 ， 实行可持续性的诱发学生读书兴趣的多样性读书活

动 ， 借阅优秀者及优秀读后感选拔优胜者将给予奖励 ， 提离学生对读书的关也 ，

扩展学生 自主学习能力 。 送种有效利用学校图书馆资源开设的学业指导课程 ， 可

Ｗ调动学生 自主学习 的兴趣 ， 全方位 、 多角度的阅读也帮助学生解决很多学习上

遇到的困境 ， 并为 后学生个人的发展 、 自主学习打下了 良好的基础 。 ①这类利

？
马五立ｇ刘＊ ！  ［

Ｍ
］ ． 巧马ｇ巧马立 ． ０ ）妇巧耐五

？

丑． ２ ０ １ ４ 司
＂

ｙ左 １ 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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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学校图书资源指导学生学业的做法值得国 内高中借鉴 ， 当然 ， 完备的图书器材

设施是开展类似学业指导的重要保障 。

韩国也有指导学生持长 、 个性的兴趣小组活动课程 ， 这些课程也是学业指导

课程的
一

部分 ， 国 内相关高中的
＂

小组合作
＂

研究性学习课程与其有异 曲 同工之

妙 ， 在此不再资述 。 国 内高中通过本校毕业学生 （韩 国称之为前辈 ） 来给学生开

展交流高中及大学生活的讲座也是学业指导
一

种较好的做法 ， 同龄人的说教往往

更具说服力 ， 也比较能够引起学生的共鸣 。

３ ） 生涯发展指导课程比较

与生活指导和学业指导相 比 ， 学生生涯发展指导大体上包括生涯规划指导 、

职业定 向与就业准备指导 Ｗ及升学定 向与准备指导Ｈ个方面 。 纵观中韩两国学生

生涯发展指导课程 ， 基本上都是围绕学生未来职业发展和升学指向为基础的 。 学

校都有和 当地高校合作开发生涯发展的选修课程 ， 并开展学生个性化研究性学习

活动指导 。 比如北京理工大学附属 中学与首都师范大学合作开发
＂

生涯探秘
＂

选

修课 ， 由首师大教师 、 研究生和本校也理老师共同备课 ， 互相借鉴资源 。 通过课

程学习 ， 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 自 我 、 了解职业世界 ， 接触了较实用 的决策方法和

生涯规划方法 。 该校研究性学习活动课程 内容基本如下 ；

巧节具体 内 容

明确研究导师指导学生
＂

我的规划一－我想成为一若优秀的 …

。

为题撰写

内容开题推■告并开题

任课教师组织学生组成 ４
—

８ 人小组 ， 走访 自 己感兴趣的 大学 ， 了 解
走访

大学专业课程设置 ， 招生政策 、 录取分数 、 大学对学生素质的要求等 ， 感
大学

受大学 的文化和氛 围 。

导师指导学生通过文献检索 ， 了 解不 同 的职业分类情况和职业棘兵 ，

调查职业

＂及不 同职业对人才 的要求 ， 同 时要求学生利用休息 日 和寒假到职业招聘
现状

现场进行调研 ， 了 解社会的需求 ， 感受找工作的艰辛和不 易 。

引 导学生寻找职业偶像 ， 通过访谈或 阅读成功人击 的 自 传 ， 介绍他
寻找偶像 ，

们成功经验的 书 、 文章 ， 了解偶像或榜样的主要业绩 、 个人背景 １
＂义及曾经

访谈专 家
遇到 的 失败及克服失败的过程 ， 研究成功者成功的原 因 。

撰写
＂

我的在充分调查 、 研究基础上 ， 学生撰写 自 己的研究报告 。 报告 内 容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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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涯规划
。

括 自 我分析 、 职业分析 、 职业和大学关 系 的分析 、 确定职业 目 标和学 习 钉

研究报告标 、 制定行动计划 。

在导师指导下 ， 按要求完成
＂

我的生涯规划
。

研究报告 ， 但是通过

结题答辩 ， 认 后 ， 可 （
？乂参加结题答辩 ， 每个班有 ３

－

４ ；＆导师组成的答辩小组． 通过答辩

定学分的 同 学可获 ５ 学分 ， 计入研究性学 习 成绩中 ． 学生可把
＂

我的生涯规划
，

作为 资料 ， 填入综合素质评价平 台 中 ．

（ 资料来源黄向 阳 、 王保星 《普通 高 中 学生发展指导 实践案例集 》 ５ ６ ）

韩国高中也有类似的课程计划 ， 大 田科学英才高中称之为多性前途探

索创新
＂

共学
＂

方案 ， 该方案 内容如下 ：

顺

Ａ时间 学 习领域和 内容 学科
巧


１ １ 周ＭＥＭＳ ： 机械工学 、 半导体工程工学

２２ 周 绳结和王维多样体
．



应 用 学科

３３
周Ｓｅ ｃｕ ｒ ｉ ｔ ｙ ｌ Ｏ ｌ ：Ｔｈ ｉ ｎｋＩ 化ｅａｎＡｄｖｅ ｒ ｓ ａ ｒ ｙ 应 用 学科

， ， ｗ流行企业和流通企业 、 数学家和人工技能 、 王作的理由 ？ 大數^
４４ 周

据时代科学典范


王学

５ ５ 周 物理难吗 ？


物理

６ ６ 周ＣＧ 和电影的未来


应用

７ ７ 周 高能源量子的 医院


物理

８８
周Ｈｏｗｉ ｔｉ ｓＤｅ ｓ ｉ ｇｎｓ出Ｓ ｏｕｎｄＣａｍｅ ｒ ａ 应用

９９ 周 新材料工学 ： 纳米和能源 ， 材科的进化


化学

１ ０１ ０ 周 诺贝 尔奖和一等企业 紅 己探索吗 ？


应用

１ １ １ １ 周 关于生命的击个法则


生物
－

１ ２ Ｉ１ ２ 周
Ｉ

安全计划 的开发地理

（ 资料来源于马丑丑号刘至 Ｉ  ［
Ｍ

］
． 却扫寒ｄ巧句五５却五 ． 马 由 ２ ０ １ ４ ：４ ７）

比较中韩两国两所髙中的特色化生涯指导课程 ， 两所高中都考虑利用大学

资源来帮助学生实施生涯规划 ， 但采取的方式则有所不同 。 国 内髙中通过走访大

学了解大学专业设置 ， 安排导师进行讲座 、 对成功人±访谈等 ， 目 的都是为 了使

学生能够 自 己做好未来生涯规划 。 北京理工大学研究性学习 的生涯指导课程完全

是从生涯规划指导 、 职业定 向指导 Ｗ及升学定 向指导Ｈ个方面来安排内容的 ， 可

Ｗ说考虑的非常全面 。 但反过来 ， 全面性的东西往往就缺少个性化 ， 而韩国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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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生涯指导的课程
＂

共学
＂

方案却正好体现了个性化的特点 。 送些学科特色化

课程 ，

一

方面从物理 、 化学 、 生物 、 地理 、 应用科学等方面拓展了学生学习 的兴

趣 ， 学生可Ｗ根据送些共学学科在学习探究的过程中找到 自 己未来发展的学科方

向 ； 另
一

方面 ， 提髙了学生科学素养 ， 为其 日 后选择大学相关对应学科打下了基

础 。 学生可Ｗ说在实践
＂

共学
＂

中慢慢找到 自 己的兴趣和未来职业发展方向 。 送

种通过学业课程
＂

共学
＂

的模式 ， 开辟了
一

条结合学业课程来拓展生涯发展课程

指导的新路子 ， 值得借鉴 。 可Ｗ这么说 ， 国 内高中关于学生生涯指导课程的设置

停留在理论层面上的 比较多 ， 更多 的是指向学生的生涯发展理想 。 韩国科学英才

学校的
＂

共学
＂

模式则更多的倾 向于实践 ， 通过这种课程学习 ， 学生可Ｗ 了解相

关应用科学领域的研究方 向 ， 培养 自 己在这方面的能力和素养 ， 更为重要的是 ，

学生可Ｗ在学习 的过程中 自 主把握 自 己的前途 ， 选择 自 己感兴趣的
＂

共学
＂

领域

作为未来倾向 的职业 。 这种偏重于实践中指导学生生涯发展的课程未尝不是
一

种

切合学生 自 身 的特色化课程 。

综合上述四所中 、 韩理工高中 ， 我们大体可 Ｗ知道 ， 两国高中都十分注重

高中生的发展指导课程 ， 都在生活 、 学业 、 生涯指导方面开设了较多的特色课程 。

从某个角度来看 ， 反映出时代发展世界各国高中都由 Ｗ往的升学＋就业的培养 目

标逐步走向升学＋就业＋个性化发展 ， 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需求 。 同时 ， 中韩两国

高中都十分注重利用地域化的爵校资源来实施 自 己的学生发展指导课程 ， 但韩国

的
＂

学术引入
＂

制度和
＂

共学
＂

方案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 尤其是如何灵活且个

性化的把高校资源很好地整合到学校课程体系之中 Ｗ及Ｗ髙校资源带动学生学

业个性发展和未来职业 自 主选定这些层面上 ， 韩国高中做得比我们要细致 、 要具

体 。 中韩同属东亚文化圈 ， 两国文化有很多共性 ， 韩国也有 比较严格的高考制度 ，

也有竞争激烈的名牌大学录取之争 ， 虽然商中教育制度不完全
一

样 ， 但就髙中学

生发展指导这一共同要面对的话题 ， 可 Ｗ取长补短 ， 相互借鉴 。

（ｓ ） 商中特色巧程共享

１ ． 高中特色课程共享的必要性

由于高中特色课程涉及到各个学校的文化及课程资源不 同 ， 同时各个学校

所处的地区课程开发的资源也不尽相 同 ， 因而 ， 在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就

容易 出现结构性短缺问题 。 即不同 的学校可能因为所处地域特色课程资源分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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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 、 学校办学特色不同 ， 出现
一些重点学校在髙中特色课程数量和种类上都非常

充足 ， 而另
一些普通的髙中学校就没有那么幸运 ， 逼迫这些学校不得不把视线转

向 比较容易开发且能带来髙考收益的艺术 、 体育课程上 ， 这样
一来 ， 造成了 目前

高中特色课程相对集中 、 重复建设的相关问题 ， 送种结构性失衡只有通过特色课

程共享的方式加Ｗ克服 。

所谓特色课程
＂

共享
＂

其实就是分享之意 ， 可Ｗ理解为 ， 将典型的课程模

式 、 某
一

口类特色课程或具体的课程资源与其他相关学校人员共同拥有与分享 。

特色课程共享是多方共同参与的实践过程 ，

一所学校 、

一个区域要进行特色课程

的共享 ， 就必须事先对特色课程做必要的筛选和充分的 了解 ， 井进
一

步掌握师生

对特色谏程
＂

需求
＂

的现实情况 ， 其中包括不同教师对特色课程共享的理解与需

求 。

①

目前对于特色课程共享存在有两种不同的看法 ，

一

是反对者认为 ， 特色课

程都有 自 己的独特性 ， 它源于本校实际课程建设的典范 ， 因而无法共享 。 如果可

Ｗ共享 ， 特色课程将失去其应有的独特性 。 同时 ， 相对于
一

口特色课程来说 ， 它

是
一

名有特色的教师长期生活的积累 ， 不具备可重复性和模仿性 ， 是不能被共享

的…… 。 赞同者则认为 ， 特色课程的共享并不是原封不动的照撇 来 自 同
一

所学

校的不同教师或者不同学校的 同
一学科的教师可Ｗ相互共享特色课程的 发 、 实

施与评价的成功经验 ， 共享特色课程的 内容与方法 ， 还可 Ｗ共享特色课程的课程

思想及哲学思考 。

本研究Ｗ为 ， 在教育转型发展的今天 ， 特色课程建设将在学生的培养模式

上发生转变 ， 成为从标准化 、 同质化转向注重个性化培养的现实选择 。 特色课程

共享是实现课程育人价值的途径之
一

， 共享的意义在于
＂

发展学习兴趣 、 培养选

择能力 、 拓展学习视野 、 丰富学习经历 、 促进身也健康
＂

。 实现高中特色课程共

享 ， 从学校的层面上 ， 有利于各个不同区域的不同学校取长补短 ， 避免重复建设 。

虽然各地区 、 各学校的特色课程资源各不巧同 ， 但在现行髙考制度尚未完全改变

的情况下 ， 很容易造成普通离中
一些基础薄弱的学校努力在艺术 、 体育特色课程

上做文章 ， 极易造成髙中特色课程同质化 、 重复化的现象 。 而高中特色课程资源

共享既避免了送种现象的发生 ， 也可Ｗ通过共享使各个学校其他学校特色课程建

？
邢至時 、 韩立芬 ！ 特色巧程 ８ 问 扣 ］ ，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社 ， ２０ １ ３ ： 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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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的经验 ； 从学生的层面上来看 ， 高中特色课程共享有助于学生根据 自 己的个性

特长来选择适合 自 己发展的课程 ， 有助于学生多样化 、 个性化的发展 。 共享的课

程越多 ， 也意味着学生发展的方向更广 ； 从教师的层面上来看 ， 高中特色课程的

共享可 Ｗ是每一位参加课程建设的教师都能从其他学校叫是特色课程开发建设

中学到相关的经验 ， 有助于提高 自 身特色课程开发的能力并进
一

步完善 自 己开发

的高中特色课程 。

２ ． 高中特色课程共享的可行性

１ ） 主观条件 。 目 前 ， 我国普通高中学校由于地域经济差异 、 师资文化差异

等各个方面的因素 ， 造成普通高中发展的不均衡现象比较常见 ， 这种不均衡的现

象当然也会表现在学校特色课程建设上 。

一些办学基础比较薄弱 的学校 ， 开设特

色课程面临经费短缺 、 师资缺乏的状况 ， 它们 当然希望通过和优质高中建立高中

特色课程共享机制 ， 可 Ｗ借鉴优质资源 ， 进一步满足学生发展 、 学校办学的需求 。

而那些优质高中虽然 自 身办学条件较好 ， 有相对完整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但并

不能就此可Ｗ杜绝和其他学校的交流合作 ， 它们也需要建立课程的共享 ， 来进一

步完善高中特色课程的 内容、 实施及评价 。 因而 ， 主观上 ， 各个层次的普通高中

学校都有共享特色课程的需求 。 同时 ， 各个学校特色课程的直接实施者——教师

也需要在共享的机制下汲取其他相关学校教师的智慧 ， 充实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

队伍 、 完善特色课程的 内容 ， 并取长补短 ， 使得本校的高中特色课程精益求精 ，

更上
一个平台 。 各个学校的学生更希望共享每个学校特色课程 ， 作为课程最终受

益者 ， 借鉴别的学校特色课程学习 ， 可Ｗ拓展 自 己知识面 ， 找到适合 自 己个性发

展的学习课程 。

所Ｗ ， 从主观愿望上看 ， 高中特色课程所涉及到的学校 、 教师和学生都有着

共享课程的愿望 ， 也可 Ｗ在共享课程的基础上得到想要的收益 。

２ ） 客观条件 。 高中特色课程共享需要有共享的平台建设 。 当前 ， 全球正处

在
一

个高速发展的信息化时代 ， 信息化智能设备早 已进入人们的 日 常生活 ， 很多

的课程资源可 Ｗ通过智能化的信息设备达到人机面对 、 及时沟通 、 方便学习 。 高

中特色课程共享可 Ｗ利用送种便捷 、 高效的方式来建立信息化共享的平台 。 该平

台是实现特色课程共享的工具 ， 它既可 レッ承载一些有特色的课程资源 ， 使课程资

源 Ｗ快捷 、 灵活 、 流动 、 跨越时空呈献给教师学生 ， 又可 Ｗ为学生提供适应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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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选择路径 。 通过学习者学习背景 、 学习风格 、 学习 历史记录等数据的收集 ，

建构学习者适合 自 己的学习模型 。

当然 ， 仅有主观和客观条件还不够 ， 高中特色课程的可行性还离不开学校制

度的支持 ， 包括经费 、 师资等
一

系列 问题 ， 送些都需要每个学校在特色课程建设

之前就要建立相关的制度作为保障 。 同时 ， 各个学校巧享特色课程的词时 ， 也需

要加强交流 ， 取长补短 ， 共同分享各 自特色课程 ， 发挥各 自 的优势Ｗ避免重复建

设 ， 造成课程资源浪费 。 目前 ， 上海市在课程资源共享上进行了积极尝试 ， 全市

投资约 ４９００ 万元建成上海市教育资源库 ， 资源库渉及教与学资源库 、 数字化视频库

和资源库网络管理系统Ｈ个模块 ， 其中教与学资源库提供教学素材类资源 、 主题

学习性资源 、研究型课程网络资源和教师培训资源 ， 内容覆盖基础教育各个学科 ，

迭无疑给髙中特色课程开发及共享提高了极佳的平台 。 同时 ， 数字化视频库包括

视频点播 、 网络课堂Ｗ及网上数字教研系统 ， 它也必将为高中特色课程特芭化实

施提供了 良好的共享空间 。

？

。
呂 星宇 ． 上海市课程建设思路分析 山 ． 教育理论与 实斯 ２ ０ １ ４ （ １ 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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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髙中特色课程建设一一正在路上

在当下普通高中培养 目标 日渐多样化 、 个性化的国际发展趋势下 ， 在我国高

中积极倡导髙中特色办学 ， 建立特色化课程体系的今天 ， 离中特色课程无论是在

理论和实践研究上 ， 都被广大的教育工作者所关注 。 但事实上 ， 高中特色课程建

设要走的路还很长 ， 要改变长期 Ｗ来的单
一

的 、 满足高考需要高中课程体系 ， 逐

步形成趋向于学生发展的高中特色课程体系 ， 尚需在很多方面亟待改善 。 诸如全

社会对高中培养 目 标理念的变革 、 高考评价制度改革和髙中特色课程的相呼应的

经费师资等
一

系列 问题 。

本文在广泛阅读有关高中特色课程文献基础上 ， 对普通离中不同 国家 、 不同学

校的实践过程做了
一些调研 ， 大体得出 Ｗ下的结论 ：

一

、髙中特色课程的课程 目 标取向首先应该是学生的多样化、 个性化发

展 ， 并兼顾学校办学传统和文化特色 。 为此 ， 高中特色课程 内容涉及到学生的生

活 、 兴趣及个性需求 。

二 、 高中特色课程实施也应该是特色化的 ， 应包含宏观层面的特色课程

组合方案和微观层面的教师特色课堂 。

Ｈ 、统整化的课程结构和特色化的Ｗ价机制是高中特色课程的必须 。 前

者可Ｗ克服高中特色课程
＂

奠延
＂

的趋向 ， 后者则是髙中特色课程存在发展的必

要保障 。 尤其是 目 前国家倡导的普通高中学业评价制度改革 ， 高中特色课程是比

较理想的平台 。

四 、 高中特色课程开发需要相关的配套措施 ， 政策引领 、 经费支持 、 师

资培训 、 场馆建设 Ｗ及学生指导制度的建设都是高中特色课程发展的必要的支

撑 。

五 、 离中选修课程基于
＂

多样化
＂

和
＂

特色化
＂

不相矛盾 ， 前者是量的

积累 ， 后者是质的飞跃 。

本文不可能给出
一

个完整的高中特色课程开发的模式 ， 只是就课程背景分

析 、 愿景构建 、 目标厘定 、 内容设计Ｗ及评价变革做了一些粗略的分析 ， 有关高

中特色课程共享的方法还有待于进
一

步研究落实 。 也许这正是高中特色课程建设

—－正在路上的合理解释 。 接下来 ， 本研究还将完善髙中特色课程和高中学业评

价制度改革相互配合的研究 ， 加强高中特色课程共享模式的研究 ， 为高中特色课

程在实践中 的运用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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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 录

马鞍山市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调査问卷 （教师卷 ）

ＬＪＪｌ下 问题 ， 请您根据实际情况 ， 在最适合的方框 内划
＂

Ｖ
＂

。 如果选择其它 ， 请填写您的实际

情况 。 （ 除说明外 ， 都是单选题 。 ）

１ ． 你认为普通高中教育的培养 目标是 〇

Ａ 升学Ｂ 就业Ｃ 升学与就业Ｄ 升学 、 就业与合格的公民

２ ． 你认为我国现行的普通商中新课程方案较之 前高中课程结构有什么 明显特

点 （ ）

Ａ 学术性与职业性 Ｂ 选择性与多样性 Ｃ 学术性与选择性 Ｄ 职业性与多样性

３ ． 你认为普通高中有开设待色课程的必要吗 ？ 优势在哪 ？０

Ａ 有 有利于普通髙中培养 目标的实现 ， 増强学校竞争为

Ｂ 有 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发展 ， 实现島中教育大众化

Ｃ 没有 选修课程就可Ｗ是特色课程

Ｄ 没有 高考成绩才是硬道理

４ ． 你所在的学校属于什么性质学校 ？０

Ａ 示范重点髙中

Ｂ

—般性普通高中

Ｃ 特色髙中

Ｄ 民办高中

５ ． 你认为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最有效的途径 ０

Ａ 必修课程 Ｂ 选修课程 Ｃ 选修 、 必修课程特色化实施 Ｄ 校园文化

６ ． 你认为 Ｗ下选修课程最能表现特色课程建设的是 〇

Ａ 人文课程 Ｂ 职业技术课程 Ｃ 大学先修课程 Ｄ 科技课程

７ ． 针对学分制你认为如何实现特色课程建设 ０

Ａ 开发更多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

Ｂ 同
一学分的课程可Ｗ设置不同的层次内容供选择

Ｃ 建立合理的高校与高中学分置换机制

Ｄ 给与学校更多的课程评价权力

８ ． 高中特色课程评价机制特色化应表现为 ０

Ａ 増强校内评价的权重 ， 注重形成性评价

１％



＾

Ｂ 改革
一考定终身 的现行高考制度 ， 促成形成性评价和终极性评价的结合

Ｃ 创设大学先修课程学分与高校 自 主招生学分评价认定的机制

Ｄ 完善高考制度 ， 全面实施 Ｗ专业为基础的高考招生制度 ， 进一步与高中必修 、

选修课程专业性接轨

９ ． 普通高中综合指导制度的特色表现在 ０

Ａ 学业指导 Ｂ 生涯指导 Ｃ 也理指导 Ｄ 生活指导

１ ０ ． 现行的高考制度对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的作用 〇

Ａ 严重阻碍了高中特色课程建设

Ｂ 与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不完全配套
．

Ｃ 有利于高中为高等学府选拔合格的后备人才

Ｄ 必须进行改革Ｗ满足现行的高中课程改革方案 ， 完善特色课程的多样性与选

择性

１ １ ． 你认为你校特色课程建设面对的最大困难是 （ ）

Ａ 特色课程建设与评价化制不相容 ， 高考是难 Ｗ逾越的鸿沟

Ｂ 师资 问题 ， 没有合适的特色课程教师来教

Ｃ 经费与场地的限制 ， 无法开设更多的选修课程

Ｄ 学校没有课程决定权

１ ２ ． 你校参与特色课程的教师大部分来源于 ０

Ａ 本校教师 Ｂ 社会力量 Ｃ 髙校教师 Ｄ Ｈ者都存在

１ ３ ． 你认为学校的特色课程建设给教师 自 身带来的变化 （ ）

Ａ 观念发生变化 ， 由传授者变为 引 导着 ， 由独奏者变伴奏者、 管理者到服务者

Ｂ 使教师真正成为教学研究者 、 课程开发者

Ｃ 为教师专业发展提供了平台 ， 使教师真正做到个性化 、 选择性 、 多样化发展

Ｄ 改变Ｗ前教师作为被动执行者课程角色 ， 赋予教师更多的课程权力

１ ４ ． 对特色课程中选修课程的开设 ， 你认为 （ ）

Ａ 不易过多 ， 否则増加学生负担

Ｂ 适度増加大学先修课程 ， 学习 国外经验

Ｃ 扩大应用型学习和拓展活动 ， 加强与暂住人 、 商业 、 用人单位的联系

Ｄ 适当处理课程深度与广度的关系 ， 防止
＂

课程蔓延
＂

１ ５ ７




＾

１ ５ ． 你认为影响学校特色课程建设最重要的因素 Ｏ

Ａ 校长的办学理念

Ｂ 学校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水平

Ｃ 学校的经费 、 场地及其他物质资源

Ｄ 学校的传统文化定位

１ ６ ． 你校特色课程的资源主要来源于 （ ）

Ａ 依据办学理念 ， 系统设计与开发 、 培养特色

ＢＷ教学科研为 引领 ， 通过课题研究带动特色的课程建设

Ｃ 与高校合作 、 积极挖掘高校资源

Ｄ 与社区合作 ， 积极挖掘社区资源

１ ７ ． 你认为除学校显性课程外 ， 隐性课程应包括 （ ）

Ａ 学校的环境 （物质层面的文化 ）

Ｂ 课程教学层面 （行为文化 ）

Ｃ 管理 （制度文化 ）

ＤＨ者都有

１ ８ ．Ｗ下是特色课程的几个
＂

特色点
＂

， 作为教师你认同哪些 ？＜可多选 ＞

Ａ 基于独特办学理念和课程理念的特色课程

Ｂ 基于学校传统和文化基础上的特色课程

Ｃ 基于独有资源的特色课程

Ｄ 基于特殊生源及其需求的特色课程

Ｅ 基于学生差异和人才培养模式多样化的特色课程

Ｆ 基于学校学科优势的特色课程

１ ９ ． 作为特色课程在教学上可能也有
一些新的做法 ， 你在教学过程中主要表现是 （ ）

Ａ ．Ｗ研究性学习带动学生的学习 兴趣

Ｂ ． 个性化的指导学生学习 ， 人尽其才

Ｃ ．Ｗ建构主义教学模式进行课堂教学

Ｄ ． 无所谓 ， 只要有效果的方法就是好方法

２０ ． 你身边的教师对特色课程建设的态度 （ ）

Ａ 赞成Ｂ 无所谓Ｃ 反对Ｄ 无时间考虑

１ ５ ８





附录


马鞍山市普通亩中特色课程建设调査问卷 （学生卷 ）

１ ． 你是髙中几年级学生 〇

Ａ
－年级 ． Ｂ 二年级ＣＨ年级 Ｄ 补习班

２ ． 你对现行的高中课程感觉 ０

Ａ 满意 ， 符合高考科 目 要求

Ｂ 不满意 ， 课程单一 ， 无法满足 自 己的兴趣

Ｃ 选修 、 校本课程在实施中往往走过场

Ｄ 髙考评价机制迫使课程必须围绕它的指挥棒运转

３ ． 你所理解的髙中特色课程应该是 ０

Ａ 有特点 ， 符合学生的个性发展需求

Ｂ

—

定得符合社会需求的职业技术课程

Ｃ 在先进的教育思想指导下 ， 根据本校的办学理念 ， Ｗ学生的需求与发展为核必 ，

Ｗ地域 、 社区与学校资源为依托 ， 经过长期的课程实践 ， 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具有独特性的整体风格和 出色的育人成效的课程 、 谬程实施或课程方案 。

Ｄ 有学校办学特色的课程

４ ． 你Ｗ为当今普通商中教育的培养 目标是 〇

Ａ 升学Ｂ 就业Ｃ 升学与就业Ｄ 升学 、 就业与合格的公民

５ ． 针对上述培养 目标 ， 你认为有必要实施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吗 ？０

Ａ ． 有必要 ， 有利于学生全方位 、 多角度的发展

Ｂ ． 没必要 ， 高考才是硬道理

Ｃ ． 可 Ｗ更具各个学校 、 各种不同的学生来开设 ， 有利于个性化发展

Ｄ ． 可有可无 ， 反正商考不考

６ ． 你所在的学校特色课程主要表现在 ０

Ａ 特色学科课程 Ｂ 校本课程 Ｃ 文化社团建设 Ｄ 必修 、 选修课程制度建设

７ ． 你认为影响你所在学校特色课程建设可能的原因 ０

Ａ 校长的办学理念

Ｂ 学校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水平

Ｃ 学校的经费 、 场地及其他物质资源

Ｄ 学校的传统文化定位

１巧





ｍ


８ ． 你所在的学校课程学分制 、 走班管理制实行的如何 ？Ｏ

Ａ 基本上还是Ｗ前的大班教学管理

Ｂ 学分制主要还是按照商中课程钢要来执行 ， 校本特色课程占得份额少

Ｃ 选修课程只是走过场 ， 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Ｄ 学校只重视高考科 目 ， 其他选修课程基本是形式

９ ． 你最感兴趣的特色课程是 （ ）

Ａ 人文课程 Ｂ 艺 、 体课程 Ｃ 科技课程 Ｄ 职业技术课程

１化 假如你选择了你感兴趣的特色课程学习 ， 你父母的态度可能是 〇

Ａ 支持多学点 Ｂ 反对 ， 怕影响离考 Ｃ 无所谓Ｄ 会提出 自 己的意见看法去选

择

１ １ ． 你对现行的高考评价制度态度 〇

Ａ 増强校内评价的权重 ， 注重形成性评价

Ｂ 改革
一

考定终身 的现行高考制度 ， 促成形成性评价和终极性评价的结合

Ｃ 创设大学先修课程学分与高校 自主招生学分评价认定的机制

Ｄ 完善高考制度 ， 全面实施Ｗ专业为基础的高考招生制度 ， 进一步与高中必修 、

选修课程专业性接轨

１ ２ ． 你觉得在哪些方面需要学校建立指导教师制度 ０

Ａ 学业指导 Ｂ 生涯指导 Ｃ 也理指导 Ｄ 生活指导

１ ３ ． 对大学先修课程的实施 ， 你的态度是 ０

Ａ 加强高中和高校的联系 ， 建立适宜的大学先修课程

Ｂ 完善和配套合理的大学先修课程与高校 自 主招生学分置换的制度

Ｃ 增强实用性强的大学先修课程 ， 无需学术化

Ｄ 根据各个学校的办学特色 ， 设置 自 己的大学先修课程

１ ４ ． 你认为高中特色课程的性质主要有 ０ 〈可多选 〉

Ａ 独特性 Ｂ 优质性 Ｃ 选择性 Ｄ 多样性 Ｅ 稳定性与动态性

１ ５ ． 针对学分制你认为如何实现特色课程建设 ０

Ａ 开发更多选修课程供学生选择

Ｂ 同
一

学分的课程可Ｗ设置不同的层次 内容供选择

Ｃ 建立合理的窩校与高中学分置换机制

１ ６０



＾

Ｄ 给与学校更多 的课程评价权力

１ ６ ． 你认为除学校显性课程外 ， 隐性课程应包括 ０

Ａ 学校的环境 （物质层面的文化 ）

Ｂ 课程教学层面 （行为文化 ）

Ｃ 管理 （制度文化 ）

Ｄ Ｈ者都有

１ ７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给你带来哪些变化 （ ）

Ａ 丰富 了课余文化生活 ， 提高了 自 身素质

Ｂ 便于根据 自 己的兴趣选择合适 自 己发展的学习课程

Ｃ
一

改Ｗ往的学习方法 ， 自 己涉及学习进度 、 方案 ， 学习 自主性加强

Ｄ 综合素质提升 ， 个性化得到发展

１ ８ ． 你认为影响你校特色课程建设最重要的因素 （ ）

Ａ 校长的办学理念

Ｂ 学校教师的综合素质和水平

Ｃ 学校的经费 、 场地及其他物质资源

Ｄ 学校的传统文化定位

１ ９ ． 国外髙中特色课程有巧借企业这一恃点 ， 你认为这样的做法应注重 （ ＞

Ａ 扩大应用型学习和拓展活动

Ｂ 无需强调学术性 ， 甚至不需要严格意义上的课程

Ｃ 培养学生对某
一

行业的情感 、 态度 、 价值观 ， 为就业、 创业做准备

Ｄ 加强与暂住人 、 商业 、 用人单位的联系

２０ ． 高中毕业后你的人生规划可能是 ０

Ａ 继续读大学深造

Ｂ 走 向杜会 、 根据 自 己兴趣找工作减咨家庭负担

Ｃ 学习
一

ｎ社会需求的技术 ， 养活 自 己

Ｄ 根据父母想法帮 自 己规划

１ ６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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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提纲 ： （ 主要访谈校长及中层干部 ）

１ ． 你觉得就 目前我国高中教育的现状 ， 你认为在高中进行特色课程建设有什么

重大意义 ？

２ ． 贵校的高中特色课程建设主要表现在哪些层面上 ？

３ ． 作为学校主要领导 ， 你屯 目 中 的特色课程建设应该是什么样的 ？

４ ． 你们学校是如何处理高中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层次性的 ？

５ ． 贵校有哪些比较有特色的校本课程 ？

６ ． 对于北大和部分中学即将实施的大学先修课程你怎么看 ？ 你认为 目 前的高考

应该如何加强形成性评价的改革 ？

７ ． 高中特色课程建设存在哪些困境 ？ 如何把特色课程建设融入到学校的整体课

程体系中 ？

８ ． 贵校的学生指导制度有什么方面特色 ？

９ ． 开发高中特色课程你有什么样的策略 ？

１ ０ ． 贵校的校园文化建设有哪些方面的特色 ？

１ ６２



＾

韩国普通高中特色课程建设相关学校领导访谈问卷

巧奇 丑苦許瓦 号句詩 斗巧 列召 理苗 遣吞盃乂
］

■

辞五（巧巧餐奇直Ｐ
Ｊ

？

孤大田兔山烏 守

销 ＾ 聋 音 ）

气
巧 ’

Ｉ於
則 （ 丑 脅 ）

１ 、贵校开设了哪些相关特色课程 ？ （最好能提供学校相关的

课程教学大網 ）

刊 瓦句
１叫台 巧 号 句 詩 斗 ？

３ 鲁 巧 ＾巧五 刘 句 ｑ 外？

躯名杳甲ｇ 谭＾ 是污
－

詞
－

－ ＞３
）令 立斗

２ 、这些特色课程是如何设计的 ？ （科技髙中科技特色课程Ｗ

及外国语嵩中外语将色课程相关课程方案 ）

２ ． 叫 污 导句 马 却３量芒 叫 嘻 对 对 萄 马 五 列 召勾 巧音ｑ 巧？一

聲皮 柳 哥铅 午么晚＊

４
？ 丑邱 網 ７轉為認 賞么辦

３ 、这些特色课程如何实施 ？ （ 是必修还是选修 ？ 是否参加韩

国的大学入学考试 ？ 如何评价 ？ ）

３ ．〇
１ 荀 号句詩 却 芒 嘻 刘 过荀 马 五 巧舍ｙ外？

（召午

〇叫 巧 ｄ 吗 ？ 言 ） 外牙个巧里呈 句 弓
Ｉ马 青弓 ．

矮向滚斯 ＇更翁
ｔ

詩奇 巧譯辛司
？

言司 叫 召 却 巧弓 〇
１ 勾４么？ 巧項 召坤巧

巧 ７
］

？皆谓 叫 唱含ｑ 外？

备不 邱拿 。马毛 叫聲牛聲玄聲 ＾勢叫 唯歡巧 读合叫４

举１ 畔１
１ 肩 弓巧恪 嘴解

说 江 ）

振 糾 巧媒 姑々私。 《、搬 ｋ左走处 灼

１ ６３




＾

４ 、在实施过程中遇到哪些问题 ？ 如何解决 ？

４ ． 召 词却 呑 巧 昔刮 言叫 巧巧竺４ ， 叫 嘻 对 詞 召对且
＇

刘 句 ｙ外？＾刮 五早畔考这 巧續部勺 黃弓計且 《玄午

缉郑袁
。
１

。
卞柳 个敗

■

．少衫似 全勺 斗巧 导＆許＾ 辨■

玄 巧约４ ．

５ 、 誦編歷行调整 ？ 韻帶觀應 １燕
管

５ ． 耳句詩 五斗斗 芒 叫 唱 刘 王７
兰計五 刘 句 Ｍ 外？

带传 營钟
＇

巧ｔ 夸 马诗 亞马々） 項名域告 名 封爭：却 聲巧 矛９ ．己乏

巧許立 躬巧 觸巧怡 巧苦 ， 辦 乃信 星 普辦■ 巧巧 ｇ ｙ
ａ

６ 、 这些特色课程建设有什么 启示 ？
＂ｗ ｙ Ｔ 「 ＇

６ ． 叫 哥 号句 斗 斗 ７
＾ 马 巧 售 叫 Ａ

ｌ

Ａ
｝計岩 ３苦 早巧 泪 Ｌ

ｉ 外 ？

聲巧 召ｔ 迈兮２巧 叩 巧 ７
１ 背

，

和主
）到 海 ，

７巧专 与柳

舞扭命１
■

唯 ４苗＾７
巧智許互妄 驾每辟 ） 作斗渋

＿

７
焉許却 匀五 马冶苦中巧 ； 旬奇 考 看坤 马令叫 啤司

－

呼

气
。

Ｊ
巧

） 替各 呈古叫 弓午 资含４啤
．

１ ６４



；

韩圃普通窩中特色课程建设相义学校领导 巧谈问卷

巧
－

耳 五言巧瓦 导 Ａ
若 詩 斗巧 坤 召 巧韩 谓晋至４＞

如的Ｖ《教新 幸
坤丑（ 巧 巧叫 坤诗智 五晉坤丑 ）

句郎喜 辞泰

马勾 （瓦 奇 ） １ ＾４５

１ 、贵校开设 了哪嗟相关将色课程 ？ （ 最好能提供学校梅关的课程

教学大纲 ）

１ ．３马坤 叫 巧 ＃句 巧 斗３ 善 巧 召巧五 坤 句 ４外？

飾《领鸣 城枠 巧
巧巧苗為巧聋 巧邱召ｋ巧

２ 、这袋恃色课程是如何设计的 ？ （ 科技髙中科技将色课程Ｗ及外

国语窩中外语将色课程相关课趕方案 ）

７估３ 巧替 寒化岛 习 召早刈 巧山岛 巧巧９苗《 巧巧巧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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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谨巧 ， 转眼间 四年的随园学习 时光已经成为历史 。 在即将毕业离校的时

刻 ， 我忽然对随园有了无尽的留念么情 。 在南京师范大学这个充满美好记忆的校

园里 ， 她给 了我数不清的财富和力量 。 在这里 ， 我感受到
一所充满文化底蕴的高

等学府的人文气息 ； 在迭里 ， 我有幸结识了
一大批为人师表 、 学富五车的大师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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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吴永军先生 ， 先生的嘗智平和 、 宽容与严厉 、 大度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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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帮助和支持 ， 所有的这些都是我在随固生活的美好记忆 ， 它将陪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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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我人生的标杆 。

感谢在论文调研过程中给予我大力帮助和支持的领导 ： 马鞍 山师范高等专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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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要感谢韩国有松大学校长甘慧媛女±在我赴韩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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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 能顺利地完成我的学业 。 论文盲审之际 ， 我的岳父大人周本格老校长因病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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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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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７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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