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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如何顺利走过“深水区” 
 

本报记者   张贵勇  
 

  未来的课程改革着力点在哪里？校长应该如何做好学校的课程改革？如何才能顺利走出课

程改革的“深水区”？近日，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和中国教育学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与发展论坛上，知名学者叶澜、裴娣娜等针对未来课程改革的方向与内容等问题发表了自己

的看法。 
  深入推进取决于校长课程领导力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裴娣娜看来，课程建设是学校的核心力和竞争力，校长只有具备强有力

的课程领导力，才能保证课程改革健康全面地推进。学校教育理念和课程领导力是深化课程改革

的关键，地区教育领导阶层的战略决策力是保证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核心。校长要善于把握师生

在课程开发中的需求，尽可能多为课程开发的组织实施拓展空间，组织力量对课程的组织实施进

行科学规划，制定明确的实施计划，并真正使之落实到位。 
  “真正优秀的校长一定是有能力领导教师团队创造性实施国家课程计划，开发和整合教育资

源建设校本课程，并做好学校课程实施以及组织学校课程实践的决策、引领和控制。”裴娣娜说，

具体而言，校长领导力要体现课程设计的价值功能，体现高位的思考视角，体现学校课改应坚持

的基本命题，这样才能坚持发展学生的主体意识和特色意识，坚持学校的差异性和多样化发展，

防止课程改革中的形式主义、功能主义和实用主义倾向。 
  对于如何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裴娣娜表示，校长领导力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战略性谋划能

力，二是领导者品格。因此，校长要积极勇于反思和超越自我，即批判性地反思课程领导实践，

充分体现学校课程自主权，做到从自在到自为，从经验基础上的应对到自主、能动和创造，引领

学校建立政策支持与理论引领的机制，同时做到真正理解课程的内涵，理解开发校级课程的意义，

联系实际，引进优质教育资源，开发个性化课程，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学校应该构建生成性课程体系 
  裴娣娜教授主张，学校要从三个方面设计个性化课程结构与构建生成性课程体系。而要做到

这一点，需要做好板块化课程结构的顶层设计，学校课程设计的核心内容，为学生发展创造更大

的成长空间和机会，展现不同类型学校的个性化发展特色，读懂课程改革的变革性实践，做到高

起点规划、高水平实施。同时，做好自主探究的教与学方式变革。具体来说，一要聚焦课堂教学

改革，让课堂焕发生命力，形成多种实践形态。二是找到目前课程改革的两个切入点，即依托学

习科学和信息科学，探索数字化的学习方式，以及改革教学进程结构。 
  在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看来，课堂教学改革的核心是变预设与执行为预设与生成。预

设是教学不能丢的，不能说强调预设就是传统，不强调预设就是现代。现在的预设与传统的预设

不同，传统教学往往把预设完全变成执行，预设成了写教案。课程改革强调，预设要与教学中的

生成结合起来，这样课堂才有生命力。其实，建构的生成是一个全新的能激发孩子将知识与生活

经验结合在一起的过程，而这无论是对于孩子理解学科知识，还是激发创新思维都是大有裨益的，

同时也是课程改革顺利推进的关键所在。 
  “深化课程改革，要回到对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上，反思课堂教学改革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叶澜说，说到底还是有效教学。有效的前提是对目标的准确把握，“很多人对教学目标的理解有

很大的差异，即没有搞清楚学科知识和学生发展之间是什么关系，纠结于到底是该重知识轻发展，

还是该轻知识重发展。其实，教学的特殊性决定了教与学是不可分离的关系，教学要联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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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生活。教与学不是不可调和的两级，所以准确把握教学两个字一个词的含义，是做好教学改

革也是深入推进教学改革的出发点”。 
  要特别注意学校内涵发展 
  “今天的教学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特别要注意均衡发展和内涵发展。”叶澜说，均衡发展

是指对学校的投入和资源的全国性投入。均衡对资源的调剂是对学校持续发展的冲击，如校长 3
年必调整，教师三分之一要调动，这样带来的弊病比好处要多。今年，基础教育改革进入生态式

推进，凡是靠扶发展的学校不能成长为有内在生长力的学校，因此要在生态范围内提升学校的内

生长力。一个人靠别人扶着发展，是发展不起来。 
  东北师范大学教授马云鹏曾经对教师论文发表问题进行了调研。他指出，目前教师发表的论

文一般性讨论、经验型陈述居多，深入系统的理论分析、实证研究较少，对课程实施者的深入研

究不够，对具体的课堂研究不足。在他看来，教师应将研究主题聚焦在学科课程的实施问题上，

从而实现自身的专业发展，并提升学校整体的教研水平，而这同样离不开校长对学校内涵的充分

发掘与精心打造。注重内涵发展有利于学校营造积极的教学环境，将学校发展的着力点集中到课

程改革和教学实践中来，从而实现一种良性循环。 
  裴娣娜说，以人为本、多元文化和自主选择是学校课程改革的核心教育价值和基本观念。“实

际上，学校注重内涵发展的策略以及进行自主探究式的教与学方式变革，可以使课堂焕发巨大的

生命力，形成丰富多彩的课程形态，而且有利于改革传统的教育模式，突破考试领导教学的考试

文化的制约，提升学生想象思维、批判思维和系统思维的品质，引导学生学习，促进学生个性化

发展，同时也更好地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最终使学校获得健康快速发展的内在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