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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文章 

现代学校教学变革的实践 

    课程建设和课堂教学是创建现代学校制度工作的生命。把课程与教学的目标定位在：让学生在丰富的课程中扎

实基础、发展技能、挖掘潜能；让师生在课堂教与学的过程中真正地体验到学校生活的多姿多彩，学会“主动”探

索、“合作”学习、“发展”潜能，尽情地感受生命的活力。 

   “丰富·丰实”的课程建设 

    课程在学校教育中处于核心的地位，教育的目标和价值主要通过课程来体现和实施。在紧紧把握住基础型课程

的同时，我们充分挖掘教师的特长，积极开放校内外的课程资源，丰富课程类型，加强探究性学习活动。课程的不

断丰富的过程，是教师专业化发展不断趋于成熟的过程，是学生潜能不断开发的过程，也是提高学校综合办学实力

的过程。 

    在课程的开发上，学校鼓励教师在各种活动中施展自身的特色和特长，根据教师的特长，开发符合教师特长的

课程，以形成校本特色课程。全局规划中的师资招聘为学校储备了一批有教学特色的教师。随着学校办学规模的不

断扩大，大量教师融入我校。在教师的招聘过程中，我们始终从全局把握，扬长避短，为开发有特色的校本课程提

供有能力的教师。如现有的音乐教研组，每位教师除了具备担任音乐课程的教学能力之外，都有自身的特长：有擅

长合唱团队训练的，有擅长小品戏剧剧本创作和排练的、有擅长民乐器乐演奏的、有擅长西洋乐器的，还有擅长儿

童舞蹈表演的等等。这些教师在拓展型课程建设中充分发挥自身特长，担任了不同课程或学校社团的辅导教师，学

校现在开设了科技类、艺术类、学科类等各种拓展型课程共20多门，各类探究型课题30多个。 

    在课程管理中，学校形成了以“校长室”领导下的“课程教学部”为核心、“学生工作部”为活动支撑、“校

务管理部”为后勤保障、“信息技术部”为技术支撑的管理体系，保证课程的良性发展。课程的开发规划、运作实

施及课程的成果展示规范化、系列化。由于教师的智慧与才艺得到充分挖掘，课程的开发又适应学生的需求，学校

的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探究型课程的建设得到全方位的发展。 

   “自主·合作”的备课制度变革 

    作为上海市教改实验基地校之一，学校的教学始终站在改革的前沿，新教材大多教学内容和以前截然不同，教

材编写理念、编排体系、知识系统等皆有了很大调整，面对这些，老师们难免有不自信甚至恐慌心理。为此，学校

在备课制度上进行变革，以激发起教师新的教育智慧。 

    ——“集体”与“个体”相结合，改变备课形式。考虑到教师个人对新教材的理解与把握可能会有失偏颇，试

验过程中我们发现教研组内先对整册教材进行梳理，然后整理出部分较难内容进行集体备课，其余内容在统一教学

目标后进行个体备课比较符合新课程的推进规律，这一做法受到教师的普遍欢迎。集体备课要体现集体钻研教材的

智慧，教案可在组内共享，但教师在使用共享教案时必须根据实际情况作出修改，并做好使用记录与反思。教师的

个性化备课强调体现教师个人钻研教材的能力及个人教学特色、风格。 

    ——“程式化”转为“表格式”，改变备课格式。以往的备课教师习惯了若干段的程式演示，几十年内一成不

变。对于新课程的备课，我们要求教师除了精心设计教学过程之外，还能事先预设学生学的可能，精心地进行学法

指导。在我校同步推进“新基础教育”实验过程中，我们所体悟到的备课格式又恰与“二期课改”要求课堂教学改

革的目标一致。因此，就有了“备课表格”中“教材分析、学生分析，教师活动、学生活动，设计意图、说明”及

“教后反思”等栏目。这样较为全面的教材、教师与学生观是促成教师教学行为最终转变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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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梳理”与“重组”并行，创造性使用教材。仅会教书的老师只能成为“教书匠”。实验小学的教师，应

该是有教学思想的教师，应该对自身的教学优势、对孩子的学习需求与能力有深层的了解。因此，我们的教师在备

课中除了对教材体系中学科单元的分布进行教学重难点的梳理外，更重视对知识结构进行整理、重组，根据学生认

知需要重新安排教学进度等。这样较为宏观的整体认知性备课一方面便于教师快速整体地把握新教材体系，另一方

面也考虑到了学生实际成长需要。也正是在这样创造性地使用教材的过程中，教师的业务能力、专业素养才在一次

次的教学改革中得以提升和养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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