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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名称：以高中课程建设为载体，促进学校特色发展的实践研

究 

课题批准号：ABA1020 

课题类别：重点课题 

研究领域：课程领域 

课题负责人：姚卫东  朝阳区教育研究中心 中学高级教师 

主要成员：周慧、种凌晨、夏志清、刘国雄、陈秀珍、付晓洁、

金云峰、苏纪玲 

正文： 

一、内容与方法 

（一）研究基本内容 

本课题主要聚焦 6 所高中学校的三级课程整体建设，以课程建设的路径分

析，带动学校课程开发与课程建设，探索学校特色发展的策略。 

（二）研究方法与工具 

文献研究。从学校课程开发、实施、管理与评价角度，搜集国内外研究文献

归类分析，确立精品（品牌）课程的标准，准确把握研究切入点。 

调查研究。采用课题组设计的调查问卷和访谈提纲，搜集课题学校课程建设

的前期基础和存在问题，形成研究思路，形成个性化的研究方案与指导建议；研

究推进过程中及时调查，了解培训指导效率和学校课程研发实施的效果，通过过

程监控做好研究策略的调整和改进。 

案例研究。加强对学校课程开发与课程建设指导案例的分析和研究，推动区

域学校特色发展的深入研究，为管理和指导策略的形成提供实践依据。 

二、结论与对策 

（一）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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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通过“多位一体”研究联动机制创新，构建高中课程研究的共同体，充分

促进了课程理论与实践的融合，促进区域高中课程研究的校长队伍建设； 

     2.通过调研、诊断、培训、指导等形式，形成“科学规划与调研、增强整

合与创新、强化统筹与管理、保持弹性与选择”的课程顶层设计指导策略，研发

了一套涵盖四个专题的干部课程领导力提升培训课程，组织了涵盖通识理论、学

科、技术和科研等多样化指导，切实提升了课题学校骨干教师的课程能力； 

 3.通过任务驱动带动学校特色课程建设，以课例研磨、资源研发、展示交

流、成果培育、教学实验、自主探索等多种形式，通过区域研究引领、校本教研

专题研讨等方式，扎实提升了教师的课程研究能力，形成了学校特色课程建设的

路径，推动了学校特色发展策略的提炼。 

（二）研究对策 

通过“四位一体”研究联动机制创新，为有意愿进行课程改革尝试的学校提

供了发展的空间和充裕指导，确实带动了一批学校的显著发展。 

通过国家、地方、校本课程的专题培训和实践引领，逐层推进，融合创新，

进一步构建以校为本的课程规划与特色建设，建立课程优质资源的研发与共享机

制，逐步形成基于学校课程建设策略，以此带动课程实践的丰富开展，逐步推动

学校课程影响力的提升，进而推动学校特色的进一步发展。 

三、成果与影响 

   （一）建立了一个善于协作的课程研究团队 

    课题组联合基教二科、北师大项目组、北京教科院项目组定期组织培训、

研讨、交流活动， 6 所学校均已初步形成了体现办学特色的课程体系，在课程

开发与实施推动过程中，日益形成一个相对固定的研究团队，校际间干部、教师

的协作和交流日益浓厚，学校课程研究成果得到提升，课程影响力日益增大，拓

宽了学校特色发展路径。 

（二）研发了一套干部课程领导力提升的课程 

    随着研究的深入和高中课改形势的变化，经梳理本课题初步形成了了一套

旨在提升干部课程领导力的系列培训课程，其中课程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学

术思想、观点和实践案例交相呼应，为校长及时提供营养丰富、视角新颖的专业

提升大餐，较好地回应了高中课程结构、学校课程品质和特色等难题。 

   （三）形成了一批原创优质的课程优秀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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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课题学校教师获得区级以上课程类奖项数，稳定地占据区域获奖总

数的 50%左右；据不完全统计，课题学校教师研发了几百门校本课程，逐渐形成

了以培养学生能力和素养为目标的领域校本课程开发、管理思路，也初步建设了

一批体现学校特色的课程成果。课题学校课程研究成果比较突出，多个成果被评

为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建设优秀成果、朝阳区教育教学年度成果奖等。课题组负

责人完成的学术论文《论学校课程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等在北京市区县教

育科研人员第六届学术年会、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专业委员会学术年会做

主题发言，关于课程研究的多篇论文在学术刊物和杂志发表，体现了课题研究的

学术成果。 

（四）推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高中学校 

在课题组、教委和学校的共同努力下，在专家的精心指导下， 3 所课题学

校被评为北京市课程建设先进单位，1所学校代表全市高中课改实验学校在 2012

年 12 月 19 日的项目年度总结会上做“学校绿色课程建设”的典型发言。2015

年，启动基于 iPad 的传统文化学科教学整合实验研究，极大的提升了传统文化

教育课堂的容量，突破传统课堂的局限，研究的创新性和及时性得到了教科院领

导和北师大专家的充分肯定。课题学校校长作为中国中小学代表参加“联合国气

候大会”，展示生态文明教育的历程和取得的成果，获得强烈的社会反响。 

四、改进与完善 

进一步增强高中学校课程建设的自主性的研究；从区域层面能确立支持学

校特色发展有效路径；整体规划设计校长培训课程，切实促进高中校长课程领导

意识提升。 

结合国务院的高招制度改革来看，高中学校校长应深入学习政策文件，关

注北京新高考改革对高中学校办学的挑战，思考高中学校办学定位和课程价值、

功能，深刻认识课程结构的力量，努力增强课程建设的自主性和创新意识，克服

学校办学理念、育人目标、课程特色内涵解读方面同质化倾向，注重学校办学品

质、学校文化、育人理念方面的哲学思考，重构学校课程结构，积极进行课程建

设的创新探索。 

五、成果细目 

表 1:课题部分学术成果一览表 

名称 类别 级别／刊物名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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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区域管理策略的研究 论文 北京教育教学研究 

芬兰语文教育的特点及启示_周慧 论文 中国教师 

PISA2012 数学素养测试分析框架及例题分析 论文 教育评价与测量 

物理学科文化课程《基础力学的建立》说课稿及点评 案例 北京教研 

地理学科文化课程《智慧、和谐、责任、探索》教学设计、反思及点评 案例 北京教研 

绿色学校 绿色课程 研究报告 朝阳教育报 

生态教育 生态课程 研究报告 朝阳教育报 

提高通用技术课程课堂教学实效性研究 研究报告 朝阳教育报 

学校校本课程评价研究的思考 论文 
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评价

专业委员会 2013 年年会学术

论学校课程研究值得关注的几个问题 论文 北京教研 

依托项目 整合资源 促进区域学校特色发展 研究报告 朝阳教育研究 

开展普职融通课程改革实验 为学生未来发展架设立交 研究报告 朝阳教育研究 

科技与人文并重 构建多元化课程体系的研究 研究报告 朝阳教育研究 

区、校学校课程衔接研究 论文 朝阳课改 

高中教育与大学教育的衔接：国际经验与本土实践 论文 教育学报（国家核心期刊）

高中生学习传统文化的现状及思考 研究报告 中国德育 

高中生高效交流与公共演讲能力课程开发与实施研

究报告

研究报告 朝阳区教育委员会教育国际

化优秀成 奖 等奖
“塑造饱满生命，回归教育本质”理念下的生态校本课 研究报告 朝阳区教育教学成果奖 

构建普通高中人文教育课程体系的实践研究 研究报告 朝阳区教育教学成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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