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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AC_E5_B8_82_E9_c65_97892.htm 北京市335所高中校的

新高一年级今年秋季将正式启动课程改革实验，据市教委基

教处处长李奕介绍，此次高中课改共有五大变化，本报在此

将为您一一解读。 背景：普通高中课程改革是我国顺应国际

高中课程改革潮流、深化义务教育和高等教育改革、全面推

进素质教育的重大改革。经教育部批准，目前全国已有天津

、广东、江苏、山东等10个省(市、自治区)先后进入普通高

中课程改革实验。按照教育部的整体安排，北京市于2007年

进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验，2010年前所有省(市、自治区)将

全部进入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实验。 变化一：学科课程分必修

选修 新课改将重建高中课程内容，学生的学习内容将被分为

若干学习领域，每个学习领域所包含的各学科课程分为必修

和选修两部分，每部分分成若干学习模块进行教学。 解读：

举例来说，数学作为一门学科，分为选修和必修两部分，必

修部分和选修部分再各自分成不同几个选修模块和必修模块

，必修模块的内容要求学生必须学完，而选修模块的内容则

可以由学生自由选择。 变化二：全年四学段授课 新课改会构

建科学、合理的课程结构，课程设置将分为国家课程、地方

课程和校本课程三个层次，地方和学校取得一部分课程自主

权，便于形成有特色的课程体系。 解读：学校原有的学期制

被打破，全年被分成4个学段，每个学段为10周时间，其中包

括9周上课和一个考试周。 2006年，人大附中、北京二中等高

中校已经开始自主设计部分课程。学校的最终目的在于构建



重基础、多样化、有层次、综合性的课程结构，让学生能够

各得其乐。 变化三：学生可跑班上课 新课改建立了学生自主

选课制度，有利于提高学生自主学习、合作交流以及分析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学校的一部分课程允许学生自主选择，学

生跑班上课，形成教学班和行政班并存的状态。 解读：不同

学校会提出多种选课方案供学生选择，全校同一年级不再是

一张课表面对所有学生，学生可依据自身兴趣制定自己的课

表。每所学校都将建立选课指导制度，帮助学生搭建适合自

己的课程体系。 对一个学生而言，他将会和不同的同学组成

新的教学班，这就有利于拓展他的交际范围，锻炼与人合作

的能力。 变化四：会考不与毕业证挂钩 新课改需要建立新的

高中课程评价体系，实行学生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的

综合评价方式，建立教育质量监测机制，整体优化高考、毕

业会考和每一学习模块阶段性学分管理的关系。 解读：高中

会考成绩是否合格不再与能否获得高中毕业证书挂钩，学校

掌握模块考试和学分管理，学生学够学分就能拿到毕业证。

目前的会考将不再是惟一评价标准，研究性学习、社会活动

等方面也将成为学校评价的标准之一。高考在设计上将与现

在的高考保持最大稳定，考试模式不会有太大变化，考试内

容将有所变化。 变化五：校长可将办学理念融入校本课程 学

校被赋予课程自主权，全市335所高中可以因地制宜地开发本

校课程。 解读：这是对学校校长领导和管理能力的一次挑战

，校长要从过去的通识性管理向具有本校特色的管理模式过

渡。作为一校之长，需要自己根据学校客观情况搭配课程，

将自己的办学理念和学校的文化底蕴加入到课程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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