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的主体图形由上海地标
!뚫方明珠" 和代表教育的常见元素
!书籍 " ퟩ成 # 헻体造型姿态昂扬 #

代表了上海教育改革的追求$

图形左侧三本书中间使用了字母

!$" # 意为 %&'()*+", %教育 & #

튲是信息时代的特征$

图形右侧竖立的书本造型成
台阶状 # 书脊中含有 的 中 文
!一" !뛾" !三" 字样象征课
程改革一步一个脚印# 年年更上
新台阶$

文字部分和图形元素围合于
-.),/.)+ % 上 海 & 的 首 字 母
!-" 造型中# !-" 닉用了半开
放的圆形# 퓌含了上海 !海纳百
川' 追求卓越" 的城市精神$

!-" 造型又是 -*'&$,* %学
生& 的首字母# 意味着上海课改不
忘初心# 쪼终围绕着学生的终身发
展# 初心树桃李# 使命献课改$

짏海课改 !"쓪的背景沿革
上海中小学 !幼儿园 " 课程教材

改革的产生和持续推进 # 有着客观的

背景和主观的需求 # 是对当时形势判

断和教育教学实际而作出的重要部署$

课程教材改革# 是世界性的课题#

是各国致力于研究与探索的尖端难题$

上海作为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基地 #

作为沿海改革开放程度高的现代城市#

自然对课改有一种急迫感$

컊题导向!课改正当时

课程教材是教育的核心 $ 上海作

为太平洋西岸的国际大都市 # 需要有

一流的课程结构和教学内容 $ 过去的

课程计划是全国统一的 # 重视必修课

程 # 뫶视选修课程 % 重视学科课程 #

轻视活动课程 % 重视知识传授 # 뫶视

能力培养 % 重视书面成绩 # 轻视动手

实践% 重视考试分数# 뫶视实际应用$

这同国家和上海的长远发展对提高国

民素质的要求不相适应$

如何破解这个难题 & 从上个世纪

#" 年代起# 教育改革几乎没有停止过$

而上海比较全面 ' 系统地提出中小学

课程教材改革可追溯到 $%&& 年$

놻称为跨世纪希望工程的上海市

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于 '%&& 年拉开序

幕 # 并于 '%%' 年在 (" 所学校进行整

体试验$

훘要节点!'%&& 쓪

'%&& 年# 国家教委在山东泰安召

开全国义务教育教材规划会议 # 헽式

确立 (一纲多本 ) 和 (多纲多本 ) 的

改革方向 $ 根据国家教委安排 # 上海

承担编写一套面向发达地区的中小学

教材$

'%&& 年 ) 퓂# 붭泽民市长在上海

市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 中提出要 (

好中小学课程' 教材改革)# 拉开了中

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的序幕 $ 这是一项

以提高国民素质 ' 建设一流教育为目

标的跨世纪育人工程 $ 接任上海市长

的朱镕基同志 # 在上任后的第一次市

长办公会议上就决定 , 늦出专款 # 组

织队伍 # 立即开始对中小学课程教材

进行改革$

웫心协力!#"" 폠人阵容强大

在上海市人民政府的直接领导和

国家教委的支持下 # '%&& 年 # 퓂 *&

죕 +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委员会

成立 # 由市教卫办 ' 市教育局 ' 市新

闻出版局 ' 뢴旦大学 ' 뮪东师大 ' 上

海师大' 上海教育学院' 中小学及其他

大学' 有关部门的领导和专家组成#委

员会由市教卫办主任王生洪任主任#풬

采'풬运开'쇨国光'王铁仙任副主任 #

쯕步青'킻希德'쇵佛年 '싞竹风 '퇏东

生'헔宪初'段力佩 '싀型伟等近 *" 人

为委员会顾问$ 并建立了由 #"" 폠位大

学教授'中小学教师 '出版社编辑组成

的编审队伍#对从幼儿园到高中的课程

结构'课程设置'教学目标 '教学内容 '

教学方法'教学手段 '教学评价等方面

作了全面的改革#编制了相应的课程方

案'课程标准和全套新教材$

!볻证人口述

课改水到渠成

!上海 !一期课改 " 是整个国家

经济社会发展形势的需要和推动的结

果# 럛碎 !四人帮" 以后$ !"#$ 年邓

小平同志第三次复出 $ 他主动请缨 $

提出要当科技与教育的 !后勤部长 "$

늢在第二年的全国科技工作会议和教

育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教育必须优先

发展# %"&' 年$ 邓小平同志作出 !三

个面向" 指示$ 벴教育要面向现代化$

面向世界 $ 面向未来 # 今天我们回过

头来总结 $ 整个教育进程中包括上海

!一期课改" 짵至以后的教育改革都不

应该离开这 !三个面向"$ 쯼的影响非

常深远 $ 可以说是统揽全局 $ 볈看到

现在 $ 又看到未来 # 当时在上海还进

行了关于 !三个面向 " 教育思想大讨

论 $ 对于转变传统落后的教育观念 $

얤转应试升学的陈旧局面 $ 减轻学生

过重的学习负担 $ 实施素质教育等重

要理论和现实问题起到了非常重要的

奠基作用#

在 !一期课改 " 启动之初 $ 上海

中小学已自主探索改革 $ 늢积累了一

定经验 # 上海很多学校的改革由单项

改革向整体改革发展 $ 由点及面逐步

扩大 $ 펿现出了青浦顾泠沅数学教改

实验 % 一师附小愉快教育 % 햢北八中

成功教育等众多的教改经典 # 其中大

同中学于 !"&$ 年在上海率先开展 !减

少必修课$ 增加选修课$ 开展活动课"

的高中课程整体改革实验 $ 得到了市

里的积极支持 $ 늢把他们的经验向其

他学校推广#

!"&& 年国家教委召开教材规划会

议$ 决定有计划编写中小学多套教材$

늢把面向发达地区教材编写的任务交

给上海 # 上海市教育局也征求了多方

意见 $ 来判断我们是否有条件去做这

件事情# 在上海市政府的大力支持下$

我们向国家教委表示愿意承担这项任

务 # 뿍观上 $ 我们也认识到改革已经

走到了瓶颈 # 在这种情况下 $ 我们去

推动课程改革在一定意义上说可谓水

到渠成 # 上海的改革在这个时候必须

走好这关键一步#

"풬采# 时任上海市教育局局长$

课改左右逢缘

!!""& 年 $ 面向新世纪新挑战 $

在传承上海 !一期课改 " 成功实践的

基础上 $ 重点聚焦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培养 $ 上海再次启动中小学 &폗儿

园 ' 课程改革 &被称为 !课程改革第

二期工程"$ 简称 !二期课改"'# 两期

课程改革均涉及中小学课程方案 % 各

学科课程标准及教材 % 教学过程 % 뾼

试评价等领域#

在长达 () 年的两期课改进程中 $

始终得到上海市委 % 市政府的支持 $

得到市教委和市课改委的领导 $ 得到

高校和基础教育专家的专业贡献$ 得到

各区县教育局及全市中小学校长和教

师%폗儿园园长和教师创造性实践经验

的奉献$得到全市三级教研系统优秀教

研人员的专业指导和实施保障((正

是这种上下一心 % 持之以恒 % 컞私奉

献的精神 $ 以及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

合 % 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 % 专

家的顶层设计与学校针对问题的敏捷

反应相结合的改革机制 $ 为上海基础

教育赢得荣誉 $ 取得显著成效 $ 틽起

世界的关注#

%徐淀芳 &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学研究室主任$

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基地 *&쯹幼儿园名录
静安区延中幼儿园 ! 静安区南京西路幼儿园 ! 虹

口区第三中心幼儿园 ! 南市区紫霞路幼儿园 ! 南市
区荷花池幼儿园 ! 슬湾区瑞金一路幼儿园 ! 杨浦区

本溪路幼儿园 ! 普陀区石岚幼儿园 ! 黄浦区南京东
路幼儿园 ! 햢北区安庆幼儿园 ! 햢北区芷江中路幼
儿园 ! 탬汇区乌南幼儿园 ! 탬汇区上中路幼儿园 !

长宁区建青幼儿园 ! 长宁区实验幼儿园 ! 浦东新区
园西幼儿园 ! 浦东新区冰厂田幼儿园 ! 浦东新区浦
南幼儿园 ! 闵行区莘庄幼儿园 ! 南汇县实验幼儿园 !

宝山区长征幼儿园 ! 宝山区红星幼儿园 ! 金山区东
风幼儿园 ! 奉贤县解放路幼儿园 ! 돧明县北门幼儿
园 ! 嘉定区曹王镇中心幼儿园 ! 青浦县盈星幼儿园 !

松江区人乐幼儿园

聚焦立德树人! 힢重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
上海(二期课改)在总结(一期课

改)经验和成果的基础上#高瞻远瞩#

늩采众长#海纳百川#适应需求#提出

了适合现代社会需要和先进教育理念

的新课程观和科学的课程实践方略 #

붫(以学生发展为本)作为课程的(生

命线)#突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

践能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全面实施$

上海的(二期课改 )#针对立德树

人强化德育'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

养' 以信息化带动课程教学的现代化

三大问题#传承(一期课改)实践经验#

围绕统一性与选择性' 基础性与先进

性' 理论性与实践性' 볌承性与创新

性'럢闭性与开放性'科学精神与人文

精神'分科与综合'췢显知识与内隐知

识'开发潜能与健全人格'教育文化与

技术文化等十大关系# 以学习环境支

持下的学习方式变革为突破# 关注课

程的功能和价值# 创造性地对基础教

育进行系统改革$

,课改要点-

뒴造 '三个维度 ( 课程目标体

系---틀据党的教育方针#从德智体美

全面发展的视角确立了课程培养目标#

从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视角#创造

性地建立了知识与技能' 过程与方法'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个维度)的课程

目标体系#学习体验和学习经验作为学

习结果#在课程目标中得到确立$

볜构 '三类课程 ) 냋个学习领
域---着眼于明确课程的功能和价

值#构建了以(基础型)(췘展型)(研究

型)三类课程和语言文学'数学'社会

科学'自然科学'技术'艺术'体育与健

身' 综合实践八个学习领域为标志的

课程结构#设计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

和艺术三个学习领域(合分一体)的领

域课程结构# 开创了综合课程与分科

课程相互补充的新体系$

첽索中小学德育一体化---传承

(三线一面)德育体系和(三位一体)德

育渠道# 从民族精神教育和生命教育

为突破#确立学科育人价值#建立纵向

贯通' 뫡向联系的中小学一体化德育

体系#形成了(课程德育)新格局$

制定课程标准---明确课程标准

作为描述学习结果的基本定位# 从育

人价值 ' 课程目

标' 课程内容'课

程实施等视角#描

述达成性学习结

果!知识与技能"'

体验性和表现性

学习结果!过程与

方法 "'发展性学

习结果!情感态度

与价值观 "#规划

学科课程$

뇠制各学科
教材---编制了

三类课程 '*"" 폠种!닡"的教材#并转

化为 '*"" 폠种!닡"的数字教材$教材

内容关注与现实生活和社会科技发展

的联系#突出学科主干内容#强化体验

感悟和学习经验积累#引导学习过程#

돊现学科育人价值$教材的目标特征'

内容特征'教学特征进一步优化$

췆进教学改革---以自主'合作'

探究为标志#规范与创新相结合#积极

推进教学改革$一是规范和创新备课'

上课'作业'뢨导'评价等教学五环节#

优化教学全过程% 二是强化知识的生

成过程和应用过程# 붫知识置于概念

形成和问题解决的情境中#通过听讲'

퓄读'交流'观察'操作'探究等各类课

堂活动#헆握概念'体会思想方法'积

累活动经验'形成能力和意识#实现学

科育人价值$

*成效呈现+

上海持续推进课改# 促进了教育

质量的稳步提高# 促进了课程效益的

优质提升#促进了教师专业发展$ *""%

年和 *"'* 年上海两次 ./01 测试的优

异成绩震惊世界% 上海在国家级教学

成果奖评比中硕果累累'成绩斐然%샺

年来各学科中青年教师在全国各类教

学大赛中成绩卓越# 一大批教师在课

程改革的征程中脱颖而出$

办学思想得到进一步清晰---以

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深入人心$

课程育人价值得到彰显---课程

(三维目标 )得到确立 #成为教学的

追求 $

,三类课程)得到全面落实---学

校课程进一步丰富 # 校本课程更为

规范 $

学校的课程领导能力不断提
升---校长' 教师对课程的认知和理

解以及实施#达到相当的高度$

뒴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得到落
实---以学习方式变革为标志的改革

经验不断涌现$

教师教书育人能力提升---教与

学国际调查 !23456789 48: ;34<8789

/8=3<84=7>84? 0@<A3B# 볲称 21;/0"结

果表明 # 上海教师教学整体处于较

高水平 $

教材走出国门---上海的数学教

材!一至六年级"쫤出英国%中英数学

教师交流# 上海教师的教学能力得到

英方同行的高度肯定$

上海教研更为科学有效---上海

教研的实践范式引起同行广泛关注$

!볻证人口述

研究型课程是如何开设的

!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实践能

力和健全人格是上海课程的重点之

一 # 创新和实践离不开研究或探究 #

科学研究和实验是科学的本质和重要

特点#

研究型课程从一期活动课发展起

来# !""* 年开始$上海有些学校对活

动课进行了研究与改革$ 죧市西中学

提出综合性主题活动$ 뮪东师

大一附中提出跨学科活动课

等 $学生的质疑 %讨论 %뗷查研

究和收集资料等活动在不少

学科不同程度地开展着 $这些

活动课中已经隐含了研究的

成分#

着手!研究型活动课"的试

验# %""$ 年$上海市教委教研

室与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合作

成立了课题组$ 컼收了美国学

生搞课题研究的经验$ 着手研究型活

动课的试验$突出了研究型特点#经过

一年试验$积累了不少成功的经验$编

写出版了一套研究型活动课资料包 $

将试验学校扩大到 *) 余所#

研究型活动课发展成研究型课

程# %""& 年$上海市启动了第二期课

程改革#为了全面实施素质教育$重点

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研

究型活动课发展成研究型课程# 该课

程$ 成为上海二期课改课程结构的重

要组成部分#

%쯯元清&풭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学研究室主任兼上海市课改委办公室
主任$

쏩准素质教育! 틔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
'%&& 年开始的上海中小学课程教

材改革工程# 짦及从幼儿园到小学到

初中到高中的课程结构'学科设置'课

时安排'教学内容 '教学要求 '教学方

法'教学评价等方面 #以社会的需求 '

学科的体系'学生的发展为基点#以全

面提高学生的素质为核心# 编制了新

的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新的教材#并

先后在本市的中小学和幼儿园进行了

较大规模的试点和全市范围部分年级

的试行#取得了可喜的成效$

上海中小学!幼儿园"课程教材改

革是一项跨世纪的育人工程$ 其目标

是要使中小学教育从应试教育的轨道

转到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 以适应当

前和未来的社会发展#适应 !" 世纪对

人才的要求$

具体的有限目标是要实现 (两个

改变)'(三个突破)#即,改变现行的以

(升学---应试)为中心的中小学课程

教材体系#改变统得过死'学得过死的

课程教材模式#力求在减轻负担'提高

质量#加强基础'培养能力#提高素质'

发展个性等方面有所突破$

上海的(一期课改)针对课程模式

过分划一'学科课程一统天下的现状#

벳取之前已经开展的试行教学规章制

度'试办高中理科班'开设劳动技术和

计算机课程'青浦数学教改经验'试验

布鲁姆教学目标分类理论等教育教学

改革实践经验# 结合探索素质教育的

大背景#뻛焦(统一要求与个性发展的

关系)(知识与能力要求的关系)(现代

化手段的引入)(课程教材.一纲一本/

的旧模式 )(教学中师生关系的改进 )

(强化德育及其他人文因素的教育)等

问题# 在课程视域下开创性地对基础

教育进行系统改革$

这项改革的规模之大'任务之重'

时间之长'펰响之深#在上海和全国的

教育史上是空前的$

,课改要点-

췆出课程理论模型---建立以

(社会需求)(学科体系)(学生发展)为

基点' 以全面提高学生素质为核心的

课程理论模型$

좷定育人目标---确定既重视全

面素质又重视个性发展的中小学培养

目标$ 提出(中小学要对学生进行德'

智'体诸方面的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

良好的思想品德素质'文化科学素质'

身体心理素质'劳动技能素质#个性得

到健康发展的适应社会主义事业需要

的公民$ )

构建课程结构---构建必修课

程'选修课程结合 #学科课程 '活动课

程并行的由必修课程' 选修课程和活

动课程(三个)板块组成的课程结构$

建立学科系统---设计有德育

类'工具类'知识类和技艺类四个学科

群的完整的学科系统$ 德育类包括小

学的(思想品德)#中学的(公民)(십克

思主义常识)%工具类包括语文'数学'

췢语%知识类包括小学的自然常识'中

学的物理'化学'生物 '샺史 '地理 #쇭

有供学校并行选用的综合型的(理科)

和(社会)%技艺类包括唱游或音乐'体

育与保健'美术'生活与劳动或劳动技

术'计算机'횰业指导等$

좷定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实施

(九年一贯 '五四分段 )的九年制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 由于发达地区已率先

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 小学毕业生必

须进入初中#九年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打破了过去小学教学内容相对独立 '

自成系统的做法# 根据教育规律和年

龄特点# 统筹一贯地安排九年教学内

容#而以(五四制)为小学'初中的基本

学制$ 샽如#考虑到小学一'二年级学

生的特点#工具学科只设语文'数学两

门# 数学每周只开 # 节# 语文多达 "$

节#保证学生先学好祖国语言%三年级

起数学课时增加#语文课时减少$ 目的

是避开语文'数学课时的双高峰$ 췢语

从三年级起开设# 前几年以听听讲讲

为主 #六年级起再强调听 '쮵 '读 '写

(四会)$

췆出高中课程方案---实施 (二

一分段 '高三分科 )的高中课程方案 $

高中课程方案# 냑高中前二年重点放

在打共同的基础学力上# 高三则通过

指定性的选修科目组合 # 分文科 '理

科'实用技术科三科实行分科教学$ 知

识类的五门学科只在前二年开设必修

课#高三不再必修 #而是分为文 '理两

个科目组合$ 通过分科#使学生不论升

学还是就业# 都能既达到高中毕业的

公民所必须具有的基础学力# 又各得

其所'各展其长$

建立德育体系---建立以思想政

治课' 班团队活动和社会实践活动等

为显性教育渠道#以各门学科'各项活

动为隐性与显性相结合的教育阵地的

多渠道'全方位的德育体系$

强化实践环节---强化各科教材

的基础性 '实践性 '应用性和操作性 $

如,语文'췢语加强听 '쮵 '读 '写和应

用能力的培养%数学加强实际应用%物

理'化学 '生物强化实验和实践操作 %

샺史'地理加强同社会实际的联系#注

重分析问题能力的提高% 体育更名为

(体育与保健)#减少竞技性#增加保健

性%音乐'美术改变单纯的唱歌'画画#

增强多种艺术的学习和欣赏$

훘点加强英语和计算机---加强

适应现代化需要的学科和有关的教

学内容 $ 如充实有关经济 ' 쎳易 '뷰

融 '人口 '环保 '国际关系 '高科技等

现代人必备的知识 '技能 #重点加强

了英语和计算机两门学科$

改革评价方法---改革考试评价

的方法 $ 如语言学科要加试听力 %

理 '化 '生学科要加试实验操作 %政 '

史 ' 地学科改为开卷考和闭卷考相

结合 $这就大大促进了学生实践能力

的提高 $

,成效呈现-

在 (一期课改 )实践过程中 #课程

观念得到确立#(三个板块) 的课程结

构和(三线一面)的德育体系在学校得

到落实#教师普遍适应的 (三个板块 )

教学#教师专业能力得到发展#学校教

学环境因改革需要得到改善$

德育得到加强---新教材体现了

上海课程改革方案关于德育课程体系

的设计思路$ 思想政治学科的教材加

强了实践性和针对性 #重视反映社会

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 #쳹近学生的

思想和生活 #其他各科教材也重视贯

穿 '强化德育 #加强了 (两史一情 )等

教育$

学生基础扎实---新教材根据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对传统教

学内容作了筛

选#重要的基础

知识'基本技能

都予以保留或

加强%즾减了繁

杂 '돂旧 '应用

少的内容#쫕入

了现代化的新

的知识和技能$

数年的检测证

明#学生的基础

是 扎 实 的 #教

师'家长对基础

是否会削弱的

担心逐渐消除$

课业负担
减 轻---新 课

程教材使学生的负担普遍有所减轻 $

学生自主学习有了条件$

动手能力加强---学生动手实践

能力薄弱的现象在试点学校得到了初

步改变$

学校生动活泼---(三个板块)课

程为中小学带来了勃勃生机#选修课'

活动课给了学校' 学生以巨大的活动

舞台# 为学生个性爱好潜能的发挥创

造了条件$

랴映改革开放---各科新教材有

很多反映发达地区改革开放实际的

内容和相关的经济 '쎳易 '市场 '뷰融

等新知识 #师生感到新鲜 '活泼 #쫜到

欢迎$

!볻证人口述

! ! ! ! 듳同中学如何对课程进行
整体改革

! 大同中学对高中课程结构进

行整体改革 $ퟮ初遇到很现实的问题

是 )教师抢课时和课余时间 # 在必修

课时被排得满满的情况下 $我们的思

路很简单 )做了减法之后才有空间去

做加法 $这样的改革必须从单一的必

修课开始着手 $减少必修课时 $틲为

科目是大纲规定的不能减少# 减少必

修课时也有不少争论 $当统一了教师

的思想观念后 $真正落实减少课时也

不简单 $ 教师形容为 !룮我身上的

肉"# 当时一周只休一天$教师还要补

课%抢课时# 不少教师认为不补课%不

抢课时就已经符合王校长提出的 !三

全"思想 $뻓然还让他们减少课时 $컞

法理解# 然后领导班子就坐下来和教

师心平气和地进行认真的分析和论

证# 将必修课减少一个课时有没有可

能$我们认为是有可能的# 此时$王校

长很有决断力 $他提出 !全面裁军 "$

벴语数外化史地各拿出一个课时 $就

能空出 **+ 课时 $ 这样下午就可以

开设选修课了 # 于是从 %"&$ 年秋季

开始 $对高一年级四个班级共 %&) 名

学生进行了为期 ( 年的改革试验 $建

立了由必修课 %选修课和活动课组成

的高中课程结构#

ퟮ初开设了 ,) 多门选修课 $每

学期每个学生一般可选修 (*- 门 $

三年平均可选修 ,) 门左右 # 设置的

选修课当时主要分成两大类 )一类是

知识型的 $再细分为拓宽提高类 &죧

微积分 %数论等 '和应用类 &죧英语翻

译与应用文写作 % 新闻写作与报道 %

应用化学等 '+쇭一类是技能型的 $我

们开设了缝纫裁剪与编结 % 뗧工常

识 %自行车修理等科目 &在第二轮课

程改革时还开设了烹饪课 $每个学生

要求会烧 - 个菜 $ 以小组为单位 $大

家互相品尝交流 '# 到高二年级又建

立党章学习小组 $탭多学生后来写入

党申请报告 $学校党支部当时在试点

年级发展了两名学生党员#

除了增加选修课 $ 还加强活动

课 # 活动课的内容除了常见的文艺 %

体育 %科技学科兴趣小组外 $还包括

团队和社会实践活动# 这些活动内容

在促使学生德 %훇 %体 %美 %劳和谐发

展 $提高学生的思想品德素质 %科学

文化素质 %身体心理素质和劳动技能

素质等方面都有积极作用# 我们的活

动课还安排学生走进社区 $ 到车站 %

싫头做清洁工作 $有的班级自发组建

为孤老和残疾军人服务队# 这一志愿

者服务队一届一届学生接力棒式地

传递 $一坚持就是十年 # 通过这些活

动$学生关心社会 $닎与社会实践 $从

小培养他们的责任感#

%췵世虎&时任大同中学党支部书
记&풭南市区教育局局长$

!!!"!"#"#$

%&$% 쓪 & 퓂 '( 죕 星期三 专题

感言

!徐淀芳

奠基伟业! 为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提升课程的贡献度 奠定优质! 为深化基础教育的改革激发课程的生命力

立德树人构建一流教育 课改攻坚谱写创新华章
(((上海市中小学 %폗儿园& 课程教材改革 !C年厚植优质教育 !닎天大树" 背景概貌篇

人的一生成长" 듓教育启蒙始#

在现代社会 " 人与教育是相伴终身
的$ 뿉以说"到学校读书"成为人生命
活动中接受教育的最初方式和基本
载体$

而在中小学%幼儿园&中"课程教
材是学生得到启蒙 !믱得成长的 '쒸
本("是一本耐读的'大书($

课程教材是基础教育的核心"是
学校实施教育的'삶本($ 쯽代表国家
意志"뻶定办学方向!엠养目标!춾径
和主要方法"是学生接受优质教育的
精神食粮"也是推进素质教育的基本
渠道$

课程强 "教育强 )教材 棒 "펪
养优 $

课程教材本身的质量 " 影响着
教育的分量"产生着教学的能量$ 뿉
以说 "课程教材 "是教育体系中最敏
感的 '神经 ("是学校教育中最有感
的 '쒩梢 ("是学生成长中最活跃的
'쾸胞($

퓚上海& 퓚上海基础教育界&有
一个专用名词'课程教材改革)&特别
具有时代感 -횪名度和发散力 &具有
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魅力.

课程教材改革&是一个撬动基础
教育变化发展的,쒧棒(&튲是形成优
质教育的,틽擎(&更是办人民满意的
教育的,횸挥棒(.

上海中小学 %폗儿园 $课程教材
改革 &폫国家的改革开放同行 &폫上
海构建一流教育共舞 & 폫立德树人
并肩.

샺史总在时间中展开"事件总在
空间中产生$ 有的年份和时空具有特
殊的内核和象征意义$

对上海来说"폈其对上海基础教
育而言"在 *" 쫀纪"有两个年份是不
能也不会忘记的*'%&& 年" 上海市中
小学 %幼儿园 &课程教材改革翻开扉
页"샺经 '%&& 年至 *""& 年 %*" 年 &)

'%%& 年"上海市中小学%幼儿园&课程
教材改革打开续篇"'%%& 年至今 %*"

年 &"前后分别被简称为 '一期课改 (

'二期课改("其实这是在课程教材改
革一根'轴(上的不同齿轮"前后有着
啮咬吻合的关系$

쯽是一个航标) 쯽是一种导向)

쯽是一份动力$

为立德树人构建一流教育"课改
攻坚谱写创新华章 " 上海市中小学
%幼儿园&课程教材改革自 '%&& 年拉
开了帷幕" 这是 *" 쫀纪以来上海基
础教育领域的重大事件"也是上海基
础教育走向现代化的发端"룼是各方
群策群力办人民满意的教育的践行"

具有先导性+돖续性!广泛性的影响$

这是一次对时代需求的科学掂
量 * 좷定的呼应社会发展的教育走
向"具有教育体现功能的价值思考)

这是一次对教育目的重新审视"

쳡出的以学生发展为本的理念"具有
教育回归本原的价值追求)

这是一种对课程教材的新意架
构" 첽索的课程结构和教材组合"具
有教育产生动能的价值行动$

这是倾全市之力 " 벯智慧精
华 "优化育人品质的系统工程和群
体实践 $

*"'& 年"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大
精神的开局之年)*"'& 年"中国迎来
改革开放 )" 훜年)*"'& 年" 也正值
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 훜年$ 这
是美好时节 "也是美妙时光 "룼是美
思时间$

回眸 '上海课改 !" 年 ("쫡理基
本经验 "샥清改革思路 "짮化教育理
念"强化价值导向"坚定改革方向"具
有现实的价值和长远的意义"是一件
总结过去 !正视现实 !前瞻未来的大
事"也是对正在进行中的教育综合改
革的有力推进"룼是不忘教育改革初
心"砺现代教育前行的再一次思想
发动和舆论导向$

'上海课改 !" 年 ("是上海基础
教育发展的重头戏"也是积淀上海基
础教育能量的大汇聚 $ 죃我们以虔
诚 !平和的心情 "展开这份镌刻在上
海基础教育画轴上!쏺记在广大教育
工作者脑海中的'샺史画卷($

*"'& 年$ 对上海基础教育而言$

有着特殊的意义 # !" 年前 $ 具有深

远影响的上海市中小学 &폗儿园' 课

程教材改革从这里起步#

两期课改的持续推进$ 让我们在

更高的定位认识立德树人的重要性$

在更宽的视野认识课程教材的重要

性$ 在更深的视角认识教育教学的重

要性#

回顾上海基础教育在改革开放进

程中$ 在课改重大决策和理论建设方

面孜孜探索% 톰求突破的艰难历程$

展现课改取得的丰硕成果$ 总结课改

实践中孕育的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

制度自信% 文化自信$ 这是加强课程

建设的题中之义# 죧今$ 需要站在历

史的新起点上 $ 탮势扬帆 $ 再度起

航#

深化课程改革需要我们具有纵向

历史视角$ 뿍观认识课程改革的历史

发展过程$ 传承两期课改实践经验+

需要我们具有横向比较视角$ 坚持扎

根中国与融通中外相结合$ 树立 !四

个自信"$ 把握国际发展趋势+ 需要

我们具有内向视角$ 坚持目标导向与

问题导向相结合$ 把握突出问题和矛

盾$ 着眼人民需要$ 促进教育公平$

提高教育质量#

深化课程改革$ 还需要我们坚持

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结合$ ퟰ重基

层首创精神$ 늢及时将成功经验上升

为制度和政策+ 需要坚持实践是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 不把臆想当现实$

不把构想当真理#

틲此$ 以各种形式回顾 !" 年改

革历程中的关键人物和事件 $ 展示

!" 年的改革成果 $ 重在以史为鉴 $

总结经验$ 볌往开来#

课程教材改革与发展 $ 没有尽

头$ 폀在路上$ 面对挑战$ 我们不忘

初心% 폂于亮剑, 前瞻未来$ 我们筑

梦前行% 砺奋进,

%ퟷ者为特级教师- 上海市教育
委员会教学研究室主任$

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整体试验学校 ("쯹名录!一期课改"

小学学段

北京东路小学! 뢴兴东路三小! 上海市实验小学 !

师专附小! 슬湾一中心小学! 向阳小学! 园西小学! 静
安一中心小学! 一师附小! 建青实验学校! 长宁实验小
学! 커宁路小学! 华东师大附小! 中山北路小学! 햢北

区实验小学! 량虹路小学! 뿘江二小! 实验小学 %原属
川沙县&! 闵行实验小学! 떴湾小学! 奉贤实验小学 %原
解放路小学&! 金山第一实验小学! 金山第二实验小学!

松江实验小学! 城北小学! 탬行中心小学! 宝山第三中
心小学! 利民小学! 前哨农场学校

初中学段

尚文中学! 浦南中学! 中山中学! 田林三中! 华东
模范中学! 育才中学! 市西中学! 建青实验学校! 슦山
中学! 曹杨二中! 青云中学! 海南中学! 쇉阳中学! 华
东师大附中 %原属普陀区&! 东昌中学 %原属黄浦区&!

闵行八中! 헔屯中学! 쯕民中学! 新海农场学校

高中学段

大同中学! 比乐中学! 市二中学 ! 上海师大附中 !

市西中学! 育才中学! 市三女中!曹杨二中!六十中学!北
虹中学!鞍山中学!华东师大附中%原属普陀区&!东昌中学
%原属黄浦区&! 컥三中学 %原属川沙县&! 三林中学 %原
属上海县&! 闵行中学! 下沙中学! 奉城中学!싀巷中学!

松江二中!青浦中学!탬行中学!罗店中学!三烈中学

蓄势扬帆 再度起航
课改主题

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 훂力于) 퓚回应时代需
求匹配上海城市定位上立大
志# 퓚提升育人品质上讲大
局# 퓚完善现代教育课程教
材体系结构实施上谋大略 #

퓚办人民满意的上海优质教
育上出大篇$

볡持素质教育# 짮化立
德树人# 培养学生创新精神
和实践能力以及核心素养 #

是上海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主题$

뫋心内容提示

一期课改

(((좷定 !솽个改变")

改变以升学为中心的 !应试
教育" 课程教材体系* 改变
以必修课为主体的课程教学
模式$

(((实现 !三大突破")

복轻负担# 提高质量* 加强
基础 # 培养能力 * 提高素
质# 发展个性$

(((完成 !三项任务")

制订一套中小学课程设置方
案和教学计划* 뇠写一套中
小学教材' 솷习册和教材说
明书 * 뇠制一套录音 ' 录
像' 믃灯' 뗧影' 计算机等
辅助教材$

뫋心内容提示

二期课改

(((짮 入 实 施 素 质 教
育# 强化立德树人# 主要解
决三大问题) 죧何重点培养
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
力 * 죧何更有力地加强德
育* 죧何以信息化带动课程
教学的现代化$

(((主要任务是) 헻体
研究课程结构* 制订各学科
改革的 +탐动纲领, 及 +课
程标准 ,* 웴动学前教育的
课程教材改革* 特殊教育的
课程教材改革* 붨立课改研
究基地$

뫋心内容提示

相关链接

上海市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研究基地 '#"쯹名录!뛾期课改"

浦东 进才中学!东昌中学!三林中学!컥三中学!슽行
中学!华东师大二附中!建平西校!华夏中学!清流中学!建
平实验学校!浦东新区实验小学!昌邑小学!建平实验学校
闸 北 六十中学!市北中学!风华中学!青云中学!风华初
级中学!市北初级中学!中山北路小学!햢北区实验小学!

햢北区第一中心小学 虹 口 北虹中学!北郊高级中学!볌
光高级中学!海南中学!虹口教育学院附属中学!럡镇中
学!량虹路小学!虹口区第一中心小学 杨 浦 鞍山中学!

뢴旦附中!杨浦高级中学!쇉阳中学!삥明中学!国和中学!

뿘江二村小学!杨浦小学!打虎山路第一小学 黄 浦 光明
中学!大同中学!大境中学!룱致初级中学!尚文中学!黄浦
学校!北京东路小学!뢴兴东路第三小学!上海市实验小学
静 安 市西中学!育才中学!民立中学!华模中学!育才初
级中学!静安区教育学院附属学校!静安区第一中心小学!

第一师范附属小学!췾海路第三小学 徐 汇 市二中学!上
海师大附中!上海中学!탬汇中学!华东理工大学附中!田
林三中!市四中学!向阳小学!园南小学!上师大一附小!东
安二小 长 宁 市三女中!延安中学!랬禺中学!建青实验

学校!슦山中学!开元中学!延安初级中学!长宁实验小学!

建青实验学校!폞园路第一小学 卢 湾 比乐中学!슬湾高
级中学!中山学校!李惠利中学!师专附小!슬湾区第一中
心小学 普 陀 曹杨二中! 뷺元中学! 云岭实验中学! 新
黄浦实验学校! 延河中学! 커宁路小学! 华师大附属小
学! 新黄浦实验学校! 阳路小学 宝 山 罗店中学! 
浦高级中学! 宝山区实验学校! 求真中学! 宝山区第三
中心小学! 罗南中心小学 闵 行 闵行中学! 田园高级中
学! 闵行四中! 莘光中学! 闵行区实验小学! 闵行区中

心小学! 七宝明强小学 金 山 朱泾中学! 金山中学! 罗
星中学! 蒙山中学! 金山区第一实验小学! 金山区第二
实验小学 嘉 定 嘉定二中! 쯕民中学! 民办桃李园实验
学校! 탬行中心小学! 普通小学 松 江 松江一中! 松江
二中! 松江七中! 民乐学校! 松江实验小学! 民乐学校
青 浦 青浦中学! 朱家角中学! 헔屯中学! 青浦区实验
中学! 城北小学! 青浦区实验小学 南 汇 下沙中学! 훜
浦中学! 쳽潮中学! 南汇区第三中学! 八一中学! 떴湾
小学! 틝夫小学 奉 贤 奉城中学! 奉贤中学! 奉贤县实
验中学! 育秀实验学校! 奉贤实验小学! 育秀实验学校
崇 明 三烈中学! 돧明中学! 돧明县实验中学! 育林中
学! 利民小学! 돧明实验小学 农场局 新海学校! 前哨
农场学校

注! 以上中学- 小学- 폗儿园的名称以当时的行政
区划为准.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