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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98/2021_2022__E5_A4_A9_E

6_B4_A52007_c65_98596.htm 四大变化 (1)在课程设置方面，由

国家统一管理的模式变为“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的

模式，即把一部分课程的开发和设置权放给地方和学校。 (2)

在教材编写方面，由过去的全国统一课本变为“一标多本”

，并提倡一个省市要选用多种版本的教材。 (3)在教材的使用

方面，提倡教师要“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要开发课程

资源，不再像过去那样要求“紧扣教学大纲和课本”。 (4)在

教学方式方面，要求师生要转变教学方式，把学习的主动权

交给学生，教师少讲，让学生自主合作学习。 今年春季开学

，全市高一学生将像大学生一样，体验“选课制”和“走班

制”。昨日，记者从“天津市普通高中校本课程开发与建设

研讨会”上获悉，市教委要求各学校结合实际，制订各具特

色的校本课程方案。鼓励开设综合性、创新性、有特色的学

校课程，开足108课时、不得少于6学分。 天津市教科院基础

教育研究所所长王敏勤对校本课程开发进行解读，并表示开

发校本课程对于各学校形成独特办学风格，一线教师提升专

业科研水平，学生个性特长充分发展都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资源 鼓励远程共享 “有的学校在师资力量、办学条件、课程

资源方面比较欠缺，在短时间内开发不出很多供学生选择的

多样化课程，”王教授建议，部分学校“优势互补、资源共

享”，联合开发一些课程共同开设。 此外，也可以充分利用

当地的高等学校、科研单位、职业学校，联合开发课程或邀

请他们到学校开设课程；还可以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的优势



，搞联合开发，一些好的课程通过互联网共享。特别鼓励城

市中条件比较好的学校，通过互联网和远程教育系统把一些

比较成熟的课程传送给农村学校。 课程 必须开足18课时 按照

《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的要求，每门课程作为一个模

块最低1个学分，1个学分每周2课时需要讲授9周18课时，另

加1周2课时的复习考试。“目前有些活动课或选修课只讲三

五课时，不能算是一门课，只能算是一个专题讲座或系列活

动。”王教授表示。 另外要有“课程纲要”(包括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与活动安排、课程实施说明、考核评价说明等等)，

不同于一般的系列讲座与活动。 教材 不提倡编写教材 “现在

有些老师认为开发校本课程就是编写教材。”王教授认为，

不是每一门课程都需要教材，因为教材的编写周期长，相对

稳定，而校本课程的特点是比较灵活，能根据社会和科技的

发展及时更新，另外也考虑到学生的经济负担，所以现在校

本课程一般不提倡编写教材。 开发 多方共同参与 各学校要成

立由校长、教师代表、学生及家长代表、教育专家和社区相

关人士等组成的学校课程审议委员会，师生比2:1，重大决策

获半数以上成员通过才准予发布。 每学年两个学期开设的学

校课程，须分别在当年的5月1日和11月1日前形成《学校课程

开发方案》，递交给具有行政隶属关系的教育行政部门审核

；没有通过审核不得在学校中实施。每年报告实施情况，教

育行政部门决定是否继续实施。 选课 遵循志愿优先 首先，分

大类逐门统计第一志愿选课人数。人数达到班级限额上

限90%的课程先行确定，学生的第二、三志愿一般不再调剂

；选课人数接近或达到班级限额2倍的课程，如师资、设施条

件允许，可以组建两个教学班，由主讲教师负责与其他教师



共同开设，以确保学生意向的实现。 选课人数未达到班级限

额下限(10人)的课程，优先从选课人数超过班级限额上限的

课程中，调剂第二、三志愿补足，以确保课程的丰富性。调

剂仍未达下限的课程，淘汰出局。按志愿优先原则综合调剂

余缺，不要强求班级人数的均衡。 评价 学习成就评价多样化 

学校课程开发评价包括课程方案评价、课程实施评价、学生

学业成绩评价3方面。采用多种评价方式，建立自律的校内评

价机制，评价的结果应向相关人员或社会公布。 建立多样化

的学习成就评价体系，倡导在学习活动的情景中评价学生，

倡导根据不同学生的实际背景进行个性化评价，帮助学生学

会自我评价。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

。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