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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现状及思考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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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经过近３０年的研究和实践，校本课程的开发已经形成了较完备的理论和体系，校本课程成为了我国基础教
育课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和实践中仍然存在很多不足，影响和制约着校本课程的开发，需

要找出相应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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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开发”引发了世界性的课程改革。２０世纪末，我国的教育改革从教学方法改革转向课程
设置改革，《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指出：试行国家课程、地方课

程与学校课程。教育部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

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从国家层面为校本课程开发提供了政策保证。

校本课程的准确内涵是什么？校本课程有何价值？校本课程开发该怎样进行？广大理论工作者和

教育工作者进行了艰辛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绩。笔者拟对我国中学校本课程的开发情况进行探讨。

１　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研究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我国学者开始关注校本课程开发，王伟廉最早向人们介绍了“以学校为基础的课

程改革”［１］。钟启泉提出在课程开发中学校应该起创造性作用，第一线教师是课程开发的主体。崔允

誋认为校本课程开发“是以学校为基地进行课程开发的民主决策过程，即校长、教师、课程专家、学生以

及家长和社区人士共同参与课程的制定、实施和评价活动”［２］。王斌华认为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质是教

师参与课程的规划、设计、实施、评价的过程［３］。吴刚平认为校本课程开发是学校依据自身的性质、特

点、条件等由学校教育人员与校外团体或个人合作开展的课程开发活动［４］。洪志忠认为校本课程是国

家课程的补充，教师和学生应参与课程决策［５］。

纵览我国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以２００３年为界分为两个阶段。２００３年以前，校本课程开发的
研究数量较少，研究方法比较单一，以质的研究为主，主要采用思辨和经验总结的方法，所起的作用是进

行校本课程开发的启蒙；２００３年开始，随着课程改革的全面推进，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多了起来，研究
方法也开始多样化，调查研究、案例研究、行动研究等新方法被广泛运用［６］。这种态势一直延续下来，

只是近几年更侧重于实践了。

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研究改变了人们对课程的观念，使大家意识到了学校、教师在课程设置和开发

中完全可以发挥相应的作用。但其不足也很明显：其一，一些理论仅仅是对国外理论的简单介绍和机械

移植，缺乏自己的东西，创新不足；其二，一些理论尚停留在纯理论阶段，与实践没有什么交集，因为那些

研究者很少进行实地调查和试验，像崔允誋教授那样指导并参与江苏省锡山高级中学的校本课程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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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获得成功的不多。

２　校本课程开发的实践
第一，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况。我国校本课程开发最先在华东沿海展开，如上海市大同中学、闸北区

和田路小学在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就开始了探索。１９９７年起，华东师大的部分课程专家开始对校本课程
开发进行系统的研究，并深入中小学进行具体指导，催生了校本课程开发的爆发。２００７年上海市仅在
高中基地学校中开设的校本课程就达１２４６门，出现了数量多（有的学校达上百门）、涉及面广（学科知
识、技能、综合实践）、形式多样的局面；江苏锡山高级中学、南京师大附中、上海大同中学、苏州中学走

在校本课程开发的最前列［７］；内陆省市则相对较晚，动作较慢，效果不明显，在开发的深度与广度上与

沿海省市相差甚远，很多学校还陶醉在实践课、课外兴趣活动、第二课堂的开设中。我国中学校本课程

开发的总趋势是：兴于沿海，盛于沿海，由东向西渐进。

第二，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综合众多学校校本课程开发的情况，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

一，学科知识型。这种类型多围绕中学各学科知识进行深化、细化、提高，有的重在基础知识、有的侧重

竞赛指导，目的是使学生对相关知识了解更深、更全面，如《初级英语听力》《数学知识拓展》《魅力汉

字》等。其二，应用技能型。这种类型强调的是技能，培养学生的能力，包括运动技能、动手能力等，与

职业学校的课程有点类似，如《汽车维修》《自行车修理》《机器人活动》《乒乓球基础》《数码摄影基础》。

其三，实践活动型。这种类型往往在教室外、学校外进行，如演讲辩论、戏剧表演、工艺制作、民俗调查、

企业参观、社会调查、野外地质考察、社区服务等。

３　校本课程开发中存在的问题
第一，教师开发意识淡薄、专业发展程度低。由于长期受旧观念的影响，一些教师思考问题的出发

点仍然是教学质量，是升学率，开发校本课程对提高升学率没有直接帮助，而且需要相应的物质基础和

精力，因此他们对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情普遍不高，总是过多地强调困难，不愿参与，即使参与也是被动

的，抱着应付的态度。据范蔚、郭寿良对川、渝、云、贵四省市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现状的调查，认为自己

缺乏足够的时间精力、缺乏相关的资料、缺乏课程开发的知识和技术、缺乏规范的评价的教师分别占到

被调查者的７６．５％、６４．１％、６２．８％、５０．１％［８］。教师中还普遍存在一种认识偏差，认为校本课程开发

就是教师编教材，将校本课程开发简单化，使校本课程开发在课程类型及内容选择的范围上被严重“窄

化”。我国教师培训体系长期以来偏重学科知识培训，缺少课程知识培训，很多教师在这方面甚至是空

白。在这种条件下，教师对课程的独立判断无从谈起，其开发校本课程的积极性、创造性严重不足，这些

都制约着校本课程的开发。

第二，重自我开发，缺乏合作精神。从开发主体看，校本课程开发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学校自我开

发，一种是合作开发，各有特色，缺一不可。我国的教育评价体系长期以来极力倡导教师个人风格，导致

很多教师在教学中喜欢单打独斗，以活动的成功或者成绩的优异来证明自己的能力不同一般。这种意

识延续到校本课程开发中就导致了教师的孤军奋战，闭门造车，拒绝合作。作为课程开发的组织者———

学校更多地考虑自身的独特性和独享性，过高估计学校和教师的开发能力，忽略了合作开发。

第三，重学校和教师，忽略了学生。校本课程开发以学校、教师为主，但并非将学生排除在外。一些

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中都没有学生的参与，学校考虑的是学校现状、能力，教师考虑的是自身特长，唯独

缺少对学生课程需求的了解，忘记了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将学生视为被动接受课程、接受知识的容器。

没有学生参与的校本课程开发是不规范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第四，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匮乏。很多教师在开发校本课程过程中面临着一个共同的问题———缺

乏资源，不知可以用什么资源进行校本课程开发。近几年一些学校和教师将目光转向了本地资源、社区

资源、本土文化资源、传统文化资源等，也只是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个问题。其实，以校史为资源开发校

本课程是一种很好的办法，因为校史资源是一所学校独有的，最能体现学校的独特性，学生也容易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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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州中学就围绕校史开发了《苏州中学》《紫阳书院》《百年苏中》《激情岁月》［７］。笔者所在的湘潭市一

中也陆续开发了《潭中百年》《潭中历史三字歌》《天南地北潭中人》《百年潭中 杏坛名流》等读本，开展

了“扎根潭中———湘潭市一中植物志”的课题研究，学生反应积极。

第五，缺少相应的评价。不用考试是一些学生乐于选择校本课程的重要原因，这也折射出在校本课

程开发中存在的一种普遍现象：缺乏相应的评价。不考试并不意味着不要评价。校本课程开发追求的

是“学生个性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特色形成”，是否实现了这个目标自然应该有一个准确的评价。

校本课程开发的评价不能简单地由授课教师给学生一个分数了事，而是要吸纳更多的人员参加，包括教

育管理机构、学校校长、任课教师、课程专家、学生及其家长甚至社区人员等；评价内容不仅仅是看学生

学懂了没有，还应该包括对过程与结果的评价、对学生与教师的评价、对开发过程与开发成本的评价、对

课程科学性的评价等。对学生学习结果的评价当然是重要的，但更要关注学生综合素养的提高［９］。

４　应对的策略
第一，做好学校的顶层设计。校本课程开发中学校承担着重要的任务，学校绝不能简单地交给教师

开发校本课程的任务和指标就完事了，或者开发成功后对开发校本课程的相关人员论功行赏。要开发

校本课程，学校必须进行顶层的整体设计，要有专门机构，要有整体规划，要聘请专家参与，要组织实施，

要开展评价。特别是要统筹安排，引导教师加强合作，避免各自为战而造成人力物力财力的浪费。

第二，做好师资培训和对校本课程资源、条件的评估。教师的课程开发意识、专业素养对校本课程

开发的质量有着直接的影响。要开发校本课程首先必须解决教师的问题，要对教师开展各类培训，特别

是校本课程开发方面的培训。培训既要有理论的培训，更要有实例的分析，有专家的具体指导。校本课

程是以学校为本的课程，一所学校必须对本校的教育资源、开发条件进行科学的评估，使校本课程开发

在科学的前提下进行。开发中必须根据学校具体情况，脚踏实地，决不可攀比，也不可追风。

第三，了解学生及家长的课程需求。课程需求是学生学习的内动力，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出发点。学

生没有兴趣，再好的校本课程也失去了价值。做好学生课程需求分析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先行环节，要在

开发校本课程前对学生、家长及社区的需要开展调查研究，以确定校本课程的项目及其内容。

第四，体现学校的办学特色。校本课程是一种充分彰显学校特色的课程，开发时，学校要从自身的

实际出发，围绕学校的环境、优势资源、人文历史、教学传统、办学特色来进行，形成特色鲜明的校本

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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