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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课程文化建设 促进学校特色发展 ①

周红军，谭小刚
（湘潭市第十二中学，湖南 湘潭４１１１００）

摘　要：随着课程理论研究的日趋深入，课程文化建设也日益成为学术界关注和研究的主要热点之一。课程文化是
学校文化的核心，学校文化建设应以课程文化为中心。因此，坚持课程的研发与实施是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一项重要举

措。就如何坚持课程的研发与实施提出了几点策略和意见，以期能更好地促进学校特色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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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文化建设既是促进学生全面健康成长，培养多
样化人才的突破口，也是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核心元素。

近几年来，我校一直秉承“尊重生命个性，构建鲜活教育，

为学生健康成长服务”的办学理念，坚持校本课程的研发

和实施，努力破除 “千校一面”“千人一面”的教育同质化

现象，打破应试教育单一化的人才培养模式，不拘一格育

人才。以特色求发展，将学生从繁重的学习压力中解放

出来，化全面发展的“苦学”为自我追求、张扬个性的“乐

学”，努力使学校成为他们自由发展的乐园。

１　明确育人目标，促进课程研发和实施
１．１　明确育人目标，引领课程研发

学校全面实施素质教育，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着

力提高教育质量，培养学生社会责任感、创新精神、实践

能力。根据学校办学实际情况确立了课程研发的育人目

标。让学生在课程育人目标的引导下，正确认识人生和

社会，探索规律和真理，形成体验和感悟，获得成功和自

信，成为“适合社会发展需要、人格健全、善于合作、积极

探索、勇于担当、富有责任的高素质人才。

１．２　构建育人体系，研发特色课程
课程育人体系应根据社会发展需要，适时而变，动态

发展。学校因地制宜，自主研发并开设了和国家《义务教

育课程标准》高度融合的、富有特色品牌的校本课程。基

于这样的思考，我校目前研发和构建了五种特色课程品

牌：一是阳光体育课程，主要有：篮球、羽毛球、排球、足

球、扇子操、跆拳道等；二是文化类课程，如外教口语、文

学社、动漫制作、国学经典诵读与赏析、数学外语分层教

学等；三是艺术类课程，如舞蹈、素描、话剧、播音主持、声

乐、吉他、笛子社、手工制作等；四是综合类课程，如疏散

演练、遇险自救、圣诞英语节、元旦文艺汇演等，五是德育

课程，如德育大讲堂、心理健康、最美中学生评比等。

２　优化办学条件，保障课程研发和实施
２．１　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是教师，教师不仅是课程的实

施者，更是课程资源的研发和建设者。安迪·哈格里夫（

ＡｎｄｙＨａｒｇｒｅａｖｅｓ）在谈到教师发展时指出，教师发展即知
识和技能的发展，这种观点相信教师的教学策略与学科

知识是提升学生成就的关键［１］。为了尽快让教师适应和

掌握如何研发校本课程这一新课题，学校组织了老师进

行校本培训，每年要聘请四五位专家和学者来校讲课，不

断更新教师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观。积极推荐优秀教师参

加各类国家级培训，学成之后回校开展教研组内培训。

以此来统一认识、更新观念、激发热情，使老师们尽快掌

握课程研发的基本技能，提高对校本课程设计、组织实施

和评价的能力。同时以教研组为单位组织老师编写如

《安全知识读本》《心理健康读本》《外语口语交流训练》

等校本课程教材。当然，有些课程如吉他、舞蹈、播音主

持、话剧、动漫设计、围棋等是学生自愿强烈要求学校开

设的，但学校没有专业的老师，怎么办？学校利用城区的

地理优势，主动联系附近的湘潭广电艺术团，聘请了一些

专业老师来校进行辅导，尽可能地满足不同个性学生快

乐成长的需要。在课程文化研发和实施过程中，教师队

伍的整体专业素质得到快速提升，近几年来，学校先后涌

现了获得全国赛课一等奖的王娜老师，获得省级赛课一

等奖的沈爱武、丁晓峰、宋 茁、赵永华、肖 俊、宋健、李 玲

等教师，获得全国论文一二等奖的陈艳、刘晓明、王雅湘、

罗丽君、胡瑛等老师，获得市级政治学科带头人的廖和平

老师。

２．２　拓展校本课程资源
凡校本课程资源建设需要的开支，学校千方百计提

供条件，保障课程的顺利开设，学校在完善体育馆、声乐

美术等功能室的基础上，增设外教口语教室、吉他教室、

舞蹈教室、德育大讲堂等场所，添置教学设施设备，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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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生教学的需要。学校还尽可能地拓展校外社会资源，

每年５月，全校学生到附近的东方红广场举行“五月的花
海”合唱比赛，带领美术素描课程的学生到齐白石纪念馆

欣赏美术大师的作品展，组织学生到湘江进行环保考察，

到社区开展义工活动，以多种形式拓展课程资源，开阔学

生视野，在体验中感悟，使校本课程开设和社会紧密相

连，全方位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社会人文素养。

２．３　将校本课程纳入课表
为实现国家课程和校本课程的高度融合，学校在落

实国家课程计划的基础上，将校本课程全部纳入学校常

规课程表，每周三和周四下午第七节课用于开设阳光体

育和艺术类课程，七八年级每周开设一节外教口语课，综

合类课程和德育课程每学期开展一到两次，使校本课程

开设有了时间和制度的保障，实现了常态化开展。

３　开设特色课程，构建学校文化特色
３．１　开展阳光体育，增强学生体质

学校以“每天锻炼一小时，健康工作５０年，幸福生活
一辈子”为口号，大力开展阳光体育运动。每天第二节课

后的大课间时间，全校学生在音乐与广播的指挥下进行

趣味体育、扇子操、广播体操、长跑４项锻炼内容，形式新
颖，环节紧凑，让每一个学生得到充分的锻炼，大课间活

动成了我校的一道亮丽风景线。市政府和教育局领导对

此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也吸引了全市很多兄弟学校来观

摩学习。我校的大课间活动被湖南省选送到国家教育部

参加“全国阳光体育样板校”评比。

３．２　创建社团活动，发展学生素质
学校根据同学们的兴趣爱好成立了羽毛球、排球、足

球、舞蹈、动漫、素描、话剧、声乐、英语口语、吉他、笛子社

等不同类型的社团，扩展、丰富同学们的课余生活，为同

学们建立一个展示自我的平台。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培养

和发展自己健康的爱好和特长，为学生提供充分展示才

能的舞台，让学生的实践、创新能力在动手、动脑中得到

启迪，在快乐中得到感悟，在实践中得到升华。每年的市

级艺术类比赛中，我校都有几十名学生获得“艺术百佳”

奖；学校先后涌现出了联合国宣传画竞赛中国赛区特等

奖获得者金亚骏、彭亦柳，全国少年围棋冠军丁一舟、省

围棋冠军刘志坚全省英语风采大赛总决赛一等奖获得者

黄斐、陈李捷，省艺术展演一等奖获得者罗拉、周雅倩、唐

勇等优秀学生。

３．３　加强安全教育，打造和谐校园
我校每期都举行消防疏散演练，增强学生安全意识

和遇险自救能力。我校在湖南省的消防疏散演练比赛

中，荣获一等奖，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竞赛，获得二等奖。

组织学生参加市教育局“安全知识抢答赛”，连续３年均
获一等奖。我校还荣获“综治维稳”和“遇险自救”教育活

动先进单位。国家综治委检查组的专家对我校的安全教

育给予高度评价。

３．４　举行文化艺术节，丰富校园生活
每年元旦前后，都是我校学生最快乐的时节，我们都

会举行为期一周的艺术汇报活动，美术、手工各类作品展

览，舞蹈、声乐、话剧等社团的学生都会排练精彩的节目，

在舞台上展示多姿多彩的才艺和青春活力。每年十月，

学校都会举行秋季运动会，除了跑步、跳高、跳远、投掷等

传统的田径项目，还增设牵手跑、跳绳等趣味性体育项目

以及羽毛球、篮球、足球等比赛项目，让每一个学生都能

参与活动，充分享受体育运动的快乐。每年圣诞前后，学

校外教和英语老师都会和学生一起装扮教室，渲染节日

的氛围，设计很多的英语文化活动，如英语口语比赛、英

语情景剧、英语单词接力游戏等，让学生尽情体验圣诞文

化的魅力。

４　完善评价机制，确保课程建设持续发展
４．１　过程评价

评价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上，以客观事实为依据对

课程规划中各种方案进行价值判断，并对课程实施本身

进行价值判断。评价的标准应该建立在学校课程规划的

最初目标和愿景之上［２］。学校在各类课程实施过程中，

教师对学生参与情况采取积分制评价，学校成立了以校

长为组长、各学科带头人为小组长的督查小组，对课程实

施情况实行推门听课，当面评价，每两周及时公布督查评

价情况。确保过程管理的落实和过程评价的实效性。

４．２　成果评价
根据不同校本课程开设的情况，采取多样化的成果

考核形式，如每年举行美术作品、动漫作品、手工作品、话

剧作品成果展示，举行作文、舞蹈、篮球、足球、英语口语

等各类校园比赛对校本课程开设情况进行考核，根据学

生表现和成绩评出等级，期末表彰大会进行奖励。校本

课程评价结果作为教师年终考核和评优晋级的一项重要

依据，能激发老师实施、学生参与校本课程的热情。

教育是为了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和实现人的生命价值

而进行的活动，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合适的教育能够“帮

助每一个人打开眼界看到自己”。我们将不断地进行探

索、实践、完善和提高，坚持推进课程文化建设，让每一个

孩子在校园内都能快乐学习，自由发展，健康成长，坚持

走“开放自主创新，多元优质学习，为学生终身发展奠基”

的办学特色之路，一路前行，任重道远。

５　结语
以课程文化为核心来建设学校文化，保证了学校育

人功能的发挥，整合了学校文化的功能，从而使之高速地

运转，为办特色学校、张扬学校个性指明了方向。尽管课

程的实施与研发还存在一些不足和需要解决的问题，但

是以课程文化为核心来建设学校文化，是提高办学质量

的必然选择，是学校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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