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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变革一直是教育领域的核心主题。
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一个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没有学校层面的变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变革。
　　在我国，世纪之交的教育正面临着急剧的变革，特别在政策层面。
从素质教育到课程改革，学校一直处在教育变革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变革更新的挑战。
而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已不能坐等变革，也不能借口不变革
；与此同时，在教育的持续改革中有了自身独立利益的学校也开始产生了内发性的变革动因——变革
正成为许多学校主动的追求。
　　变还是不变，这已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如何实现变革？
回答这个问题对许多学校来说也许不是一件难事，提出一个美好的愿景，描绘一张完美的蓝图，都不
是太难的事，因此，我们看到提供现成答案的文献连篇累牍，其中就包含许多由学校填写的答卷。
但是，写出来的答案并不等于“做”出来的现实，对这一问题作出实践回答绝非一件易事——实践是
高度复杂的，实践的变革更有其自身的逻辑。
　　实际上，没有一所学校会视变革如反掌。
对于变革的困难，没有人会比学校更了解且有更深切的体验。
但许多学校依然知难而上。
在挑战变革所遭遇的困境的过程中，许多学校正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探索着属于
他们自己的创新之路。
这既是学校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更是学校校长、教师公民意识和创新勇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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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包括四个组成部分。
第一部分是学校课程：在实践中发展。
在梳理学校课程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对学校课程的价值进行重新认识，并对学校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做
出整体规划。
第二部分是“主题活动周”研究。
从最初设置“主题活动周”的构想出发，对学校的语文活动周、数学活动周、英语活动周、科技活动
周、艺术活动周、健身活动周进行全部的总结与发展规划。
第三部分是“摇篮”课程研究。
这部分首先梳理了学校自主进行课程开发的脉络，然后呈现了学校“摇篮”课程的课程方案以及相应
的内容示例。
第四部分是兴趣小组活动研究。
这部分首先梳理了我们学校兴趣小组活动的发展历程，后对兴趣小组活动的活动设计方案进行了介绍
。
第五部分是我与课程的故事，主要是我们学校课程在发展过程中发生的一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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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视角　12　学校课程发展扫描：我的工作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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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部分 学校课程：在实践中发展　　1 学校课程发展的历程　　20世纪以来，欧美一些国家一
直关注以校为本的教育改革，特别是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校本课程开发”思想，在经过一段时期的
理论与实践积累之后，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学校课程革新思潮。
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动下，我国许多中小学都进行了学校课程改革的实践研究，以此更好
地提升办学理念，追求办学特色，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打虎山路第一小学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根据国家课程改革的要求，以学生发展为本，围绕着“丰富
童年生活、激发学习兴趣、发展综合素质”等目标，开展了一系列学校课程改革实践。
通过实践，对学校课程发展的价值追求、学校课程进一步发展的规划有了新的认识与构想。
　　学校课程改革与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密切相关，国家课程改革为学校课程改革指明了方向，提
供了条件。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先后进行过八次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在一次次改革和尝试的过程中，中国的课程建设取得了很大进展。
关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发现，每一次课程改革都是为了解决课程实践中出现的
具体问题，而未能解决的问题往往成为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在一步步变革过程中，特别是在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下，学校本位课程也逐渐进入学校、
教师和学生的视野，“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的课程改革理念不断深入人心，并指引着中小学的学
校课程改革与发展。
我国许多中小学如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南京师大二附中、上海市大同中学等积极进行学校课程改革
实践，力图通过建构具有学校特色的课程来凸显学校自身的办学理念和办学特色，并得到了广泛认可
。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为学生开设这样的课程>>

编辑推荐

　　在我国，世纪之交的教育正面临着急剧的变革，特别在政策层面。
从素质教育到课程改革，学校一直处在教育变革的风口浪尖，面临着变革更新的挑战。
而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已不能坐等变革，也不能借口不变革
；与此同时，在教育的持续改革中有了自身独立利益的学校也开始产生了内发性的变革动因——变革
正成为许多学校主动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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