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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回顾中学课改历史， 针对当下中学课改在课程建设、 信息技术、 评价、 主体参与、 师资建设等方

面遇到的诸种困境与挑战， 提出应注重提升校长课改素养与课改领导力， 通过更新课改观念、 提升学科素养

和倡导教育叙事研究促进师资素养建设， 从评价标准的引入、 指标体系的构建、 监督反馈机制的建设、 考评

结果的管理与使用等方面建立健全考评体制机制， 以信息技术引介、 数字资源库建设等促进 “互联网 ＋ ” 在

课改中的功用， 引介和融合现代治理、 终身教育、 组织学习等现代教育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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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推进， “素
养” 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 与素养相关的主题逐

渐成为教育领域 “热议” 的话题。 中学课程改革

（以下简称 “中学课改”） 的主题也由昔日的 “素
质” 逐渐进入了以 “核心素养” 为中心的时代。
在从 “素质” 到 “核心素养” 的这一历史转变中，
教育的目标指向更加明晰化和具体化， 内涵也更加

丰富和具有指导性及可操作性［１］。 在这一教育变

革背景下， 始于上世纪 ８０ 年代的中学教育改革进

展如何？ 有何成就？ 获得了哪些经验与教训， 未来

又该如何走？ 对此， 我们切合教育由 “素质” 不

断转向 “核心素养” 这一改革背景， 对中学课改

做历史性回顾和未来展望。

一　 中学课程改革回顾

中学课改从上世纪 ８０ 年代开始实施素质教育，
走到今天， 已历 ３０ 余载。 回顾这段改革历程， 整

体上不断前进， 不断深入发展， 在成就中夹杂困境

与挑战， 具体主要表现如下：
（一） 中学课改成就

１ 实践探索方面。
（１） 招考制度得到改进。 在近现代教育史上，

招考制度一直都是指导和规范中学教育发展的 “指
挥棒”。 为了削弱和矫正其带来的 “应试” 弊端，
使中学教育切实沿着素质教育的轨道发展， 中学的

招考制度也相应作了多次调整， 如从招考的形式看，
经历了由 “考试、 推荐并行” 到 “考试” 再到 “考
试和综合考评”、 由 “统招” 到 “统招与自主招生

并行” 再到 “统考” 的历史变革， 考试科目、 考试

内容与加分项目等也几经调整［２］。 在变革中过程，
招考机制的制度理性不断增强， 更加切合素质教育

改革与人才培养机制的要求， 人性关怀也更趋浓郁。
（２） 课程与教材设置趋向科学。 在课改中， 各

中学依据地方和校本情况， 逐渐构建起比较科学合

理的课程体系， 如对学校课程进行整合， 形成 “基
础型课程” “拓展型课程” “研究型课程” 三种类别

课程体系， 并对后两种进行地方化、 校本化探索，
构建出具有校本特色的课程体系， 还开发出系列多

样的配套校本教材， 有效地指导各学校校本课程的

实施与发展。
（３） 课堂教学方式走向灵活多样。 在中学，

课堂教学的改革是人们关注较早较多的领域， 有关

的实践性研究与探索已经相对比较成熟， 各地中学

也普遍在探索与学习借鉴中形成了校本化教学模

式、 取得了丰富的学科教改经验， 有不少地方甚至

形成了具有地方性特色的课改经验， 典型的如上

海、 浙江、 江苏等地。
（４） 教育理念渐趋人性化。 由上可知， 我们

可以看到， 从 “素质” 到 “核心素养”， 学校人才

培养的教育目标更为明晰， 教育理念更具人性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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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对学生的成长关怀中凸显学生主体性的回归， 表

现在课程设置、 教材整合与教育教学方式方法的改

进上， 都更科学合理， 更符合中学生的发展规律与

成长特点。
（５） 考评体制机制的改善。 教育改革的深入

推进离不开有效的考评体制机制。 关于中学课改考

评体制机制的建设与改进， 已成为当下中学关注的

一个热点； 许多中学也通过不懈的努力找到实践研

究与探索的方向， 如 “中学教师评价” “发展性评

价” “教学评价” “学生评价” “学业评价”。
（６） 中学课改还在地方教育模式以及校本教

育模式的探索方面取得了较大成就， 涌现出了诸多

教育改革的地方典型和学校典型， 如山东杜郎口中

学， 上海青浦中学、 江苏泰兴洋思中学， 也形成了

许多具有示范效应的教学模式， 如 “先学后教、
当堂训练” 教学模式、 “青浦实验” “情境教学模

式” “实践式生命成长课堂教学模式” 等。
（７） 对合作办学进行初步尝试。 一是优势中

学跨域合作办学， 如 ２０１４ 年， 由江苏省锡山高级

中学、 北京市第三十五中学、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

三中学、 海南省海南中学、 青海省湟川中学、 西北

师大附属中学组成的 “中国高中六校联盟” ［３］。 二

是域内中学合作办学， 如近十年来北京东城区一直

探索的 “教育学区” 联合办学模式［４］。 三是高校

与中学合作， 推进中学课改实践， 如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由华东师大牵手全国中学， 推出的 “Ｃ２０ 幕课联

盟” ［５］。 四是中学名校以办分校形式与落后或偏远

中学合作办学［６］， 如北京十一中学与新疆克拉玛

依市第一中学进行的合作办学。
此外， 在现代管理理论科学的影响下， 中学已

经较普遍地形成了现代学校治理理念， 达成治理共

识， 并进行了初步尝试。 在寻求建立学校现代治理

模式的过程中， 在 “管办评分离” 理念指导下，
中学在办什么样的中学、 如何办学等问题上有了更

大的话语权和自主权。
２ 理论研究方面。 中学与业内人士进行长期、

大量创作研究，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以 １９９０ 年 １
月 １ 日起至 ２０１８ 年 ６ 月 ２３ 日中国知网所收录的文

献为例， 分别以 “中学 ＋素质” 和 “中学 ＋ 素养”
为主题词， 进行文献检索， 并对所得数据进行分

析， 可得出以下结论：
（１） 研究成果数量大， 种类多样 （如表 １ 所

示）： １９９０ 年迄今， 素质方面有期刊文献 ６ ９０９ 篇，
硕博学位论文 ２ ９９５ 篇， 报纸文章 ９８３ 篇， 会议文

章 ４３４ 篇， 其中硕博类和报纸类文章都集中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 素养方面有期刊文献 １ ７３７ 篇， 硕博

士学位论文 ２ １１６ 篇， 报纸文章 １４８ 篇， 会议文章

１３４ 篇， 其中期刊文献主要分布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

（含 ２０００ 年） （１ ６９３ 篇）， 尤其近 １０ 年 （１ ４２８
篇）， 其他类别文献几乎都分布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

表 １　 素质、 素养类文献数量分布统计 （单位： 篇）

１９９０ 年至今 总量① 期刊类 硕博类 报纸类 会议类 时间维度的反映

素质 １１ ５５７ ６ ９０９ ２ ９９５ ９８３ ４３４ 硕博类、 报纸类更多在 ２０００ 年之后

素养 ４ ２０１ １ ７３７ ２ １１６ １４８ １３４ 硕博类、 报纸类、 会议类更多在 ２０００ 年后

研究内容丰富且趋向集中 （如表 ２ 所示）。 素

质类文献中， 期刊文章， 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

“素质教育” （１ ３７６ 篇， 占比 ３２ １２％ ）、 “中学”
（３２１ 篇， 占比 ７ ４９％ ）、 “素质” （２４４ 篇， 占比

５ ７０％ ）、 “体育教学” （１７８ 篇， 占比 ４ １５％ ）、
“初中” （１３８ 篇， 占比 ３ ２２％ ）、 “高中” （１３０
篇， 占比 ３ ０３％ ） 等； 分布的学科主要是 “中等

教育” （５ １７５ 篇， 占比 ７０ ３９％ ） 以及 “外国语

言文字” （３４７ 篇， 占比 ４ ７２％ ）、 “教育理论与教

育管理” （３９５ 篇， 占比 ５ ３７％ ）、 “高等教育”
（３４２ 篇， 占比 ４ ６５％ ）、 “体育” （３１４ 篇， 占比

４ ２７％ ） 等。 硕博学位论文， 涉及的关键词主要

有 “学习过程” （３１３ 篇， 占比 ８ １６％ ）、 “问卷调

查” （３４９ 篇， 占比 ９ １０％ ）、 “教学效果” （２９４
篇， 占比 ７ ６６％ ）、 “中学教育” （２４４ 篇， 占比

６ ３６％ ）、 “学校体育” （２２３ 篇， 占比 ５ ８１％ ）、

２６

① 此处的文献总量除期刊类、 硕博类、 报纸类、 会议类文献外， 还包含其他各类相关文献， 其与前述四类文献的数
量总和并不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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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观” （１４５ 篇，占比 ３ ７８％ ）等；分布的学科主

要是“中等教育” （２３１９ 篇，占比 ７２ ２２％ ）、“体育”
（２５２ 篇，占比 ７ ８５％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２１８ 篇，占比 ６ ７９％ ）、“高等教育” （９６ 篇，占比

２ ９９％ ）等。
素养类文献中，期刊文章，涉及的关键词主要有

“核心素养”（１１５ 篇，占比 １０ ００％）、“高中”（８９ 篇，
占比 ７ ７４％）、“信息素养”（６７ 篇，占比 ５ ８３％）、“科
学素养” （６６ 篇，占比 ５ ７４％）、“初中” （５７ 篇，占比

４ ９６％）、“信息技术”（５７ 篇，占比 ４ ９６％）、“中学”
（５６ 篇，占比 ４ ８７％）等；分布的学科主要是“中等教

育”（１ ５０２ 篇，占比 ７８ ８９％ ）、“外国语言文字”（８３
篇，占比 ４ ３６％ ）、“教育理论与教育管理” （７０ 篇，
占比 ３ ６８％ ）等。 硕博学位论文，涉及的关键词主

要有“学习过程” （４２４ 篇，占比 １３ ５０％ ）、“问卷调

查”（３０３ 篇，占比 ９ ６５％ ）、“教学效果”（２１５ 篇，占
比 ６ ８４％ ）、“课堂教学” （１４７ 篇，占比 ４ ６８％ ）、
“教学观” （１４５ 篇，占比 ４ ６２％ ）等；分布的学科主

要是“中等教育” （１ ９１７ 篇，占比 ８３ ６４％ ）、“教育

理论与教育管理” （１４５ 篇，占比 ６ ３３％ ）、“外国语

言文字”（４６ 篇，占比 ２ ０１％ ）、“计算机软件及计算

机应用”（４６ 篇，占比 ２ ０１％ ）等（见表 ２）。

表 ２　 素质、素养类文献关键词、学科领域集中情况（以期刊类、硕博类文献为例）

素

质

来源 期刊类 硕博类

关

键

词

集

中

学

科

集

中

主题
素质
教育

中学 素质
体育
教学

初中 高中
问卷
调查

学习
过程

教学
效果

中学
教育

学校
体育

教学观

文章数
量（篇） １３７６ ３２１ ２４４ １７８ １３８ １３０ ３４９ ３１３ ２９４ ２４４ ２２３ １４５

占比
（％ ） ３２ １２ ７ ４９ ５ ７０ ４ １５ ３ ２２ ３ ０３ ９ １０ ８ １６ ７ ６６ ６ ３６ ５ ８１ ３ ７８

领域
中等
教育

教育理论
与教育管理

外国语言
文字

高等
教育

体育
中等
教育

体育
教育理论

与教育管理
高等
教育

数量（篇） ５１７５ ３９５ ３４７ ３４２ ３１４ ２３１９ ２５２ ２１８ ９６

占比（％ ） ７０ ３９ ５ ３７ ４ ７２ ４ ６５ ４ ２７ ７２ ２２ ７ ８５ ６ ７９ ２ ９９

素

养

来源 期刊类 硕博类

关

键

词

集

中

学

科

集

中

主题
核心
素养

高中
信息
素养

科学
素养

初中
信息
技术

学习
过程

问卷
调查

教学
效果

课堂
教学

教学观

文章数
量（篇） １１５ ８９ ６７ ６６ ５７ ５７ ４２４ ３０３ ２１５ １４７ １４５

占比
（％ ） １０ ０ ７ ７４ ５ ８３ ５ ７４ ４ ９６ ４ ９６ １３ ５０ ９ ６５ ６ ８４ ４ ６８ ４ ６２

领域 中等教育
外国语言

文字
教育理论

与教育管理
中等教育

教育理论
与教育管理

外国语言
文字

计算机软件
及计算机应用

数量（篇） １ ５０２ ８３ ７０ １９１７ １４５ ４６ ４６

占比（％ ） ７８ ８９ ４ ３６ ３ ６８ ８３ ６４ ６ ３３ ２ ０１ ２ ０１

（３）研究者主要是中学教师和高校硕博研究

生。 由上述文献数据统计与分析可明显看到，在关

于中学领域的“素质”与“素养”主题的研究中，研究

者主要是来自一线教学工作的中学教师和主要从事

理论学习与研究的高校硕博研究生，此外还有高校

从事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的教师。
（二）中学课改当下之“困境”
在为上述成果感到欣慰时，我们还应理性地看

到，中学课改在当下尚面临着以下诸多困境与挑战：
１ 课程建设方面：课程体系的设置上存在着不

科学、不合理的地方，如跨学科性综合课程设置不

多，学科间融合浅层化，艺体课程开展不足，地方中

学缺乏课时保障。 对于具体课程，“课程目标究竟

是什么，课程形态、教材形态、教学形态如何实现多

元并存等诸多问题一直未达成共识，有些一线教师

甚至把对课程的理解等同于课程教材”，认为编造

３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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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两本教材就是建立了一门校本课程［７］。
２ 信息技术方面：信息技术在课堂教学中存在

着应用误区：一是“媒体主导”，过度依赖多媒体，每
一节课甚至每一教学环节都使用多媒体，教师成为

“幕后”操作者；二是“摒弃”多媒体，只为应付上级

主管部门和学校领导的检查才使用多媒体；三是该

用多媒体的课型与教学环节不用，不该用的乱用。
信息技术在师生素养及学科素养建设中的引介与融

合明显不够，有待深化。 课改信息技术平台不高、不
完备，其建设是当前及今后很长一段时期的一个重

要发展点。
３ 评价方面：课改应是一个有机联系，不断循

环作用的系统，但在现实中却通常处于有联系而无

循环的机械状态，原因就是人们常常把“评价”作为

所谓的最后环节，存在着评价标准单一，过于强调成

绩，使得“应试教育”的“阴霾”仍笼罩在中学教育的

上空，左右着课改进展，阻碍后着课改的步伐，削弱

了课改的成效。 考评的指标体系设置不够科学合

理、浅层化，较少触及实质性问题，难以充分发挥考

评的应有功效。 评价体系操作难度大，常常流于形

式；评价结果的管理与使用不当，不仅信息反馈滞

后，不利于问题解决，且缺乏有效激励措施，难以调

动教师的积极性。
４ 主体参与方面：社会参与乏力：一是家长参

与明显不足、不到位；二是社区参与严重缺乏；三是

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学生主体的参与。 这些最终造成

了中学课改常常囿于学校，社会支持力度不够，学校

“孤军奋战”的状态，有时甚至会出现“５ ＋ ２ ＜ ０”的
现象。 中学教师尤其是地方中学教师，理念滞后，对
于学科素养、专业素养、核心素养等的概念与内涵认

识肤浅、模糊，对于“互联网 ＋ ”中学师生及学科核

心素养建设等存在着各种认识误区，如认为参与了

网络教师素养建设就意味着教师学科素养的提升。
５ 师资建设方面：中学教师尤其是地方中学

教师普遍存在教育科研意识不高，科研能力较差

的薄弱状态；中学教师发展的平台不高、空间有

限，严重制约着中学师资水平与中学教师的职业

发展；教师在职培训与培养活动中存在各种“乱

象”、不规范现象，如各种级别类别培训的主题与

内容大都是由相关机构和专家预设好的，教师处

于被动状态，严重影响了培训知识向教学技能的

迁移，削弱了培训效果［８］ 。

二　 中学课程改革展望

鉴于中学课改在当下所面临的困境与挑战，在
中学课改由“素质”走向“核心素养”的进程中，我们

应着重做出以下努力：
１ 加强中学校长课改领导力建设。 “校长是一

个学校的灵魂” ［９］。 校长在一定意义上是决定中学

课改成效的关键因素之一，其对待课改的态度及其

自身的课改意识与能力将直接影响到中学教师的课

改积极性和中学的各种课改举措。 而所谓校长“课
改领导力”是指在课程改革中，与其领导者的职务

角色相适应，能有效推进课改发展的能力与素样等

的简称，是课改素养与领导力的综合。 对此，主要应

做到以下：
（１）提升校长课改素养。 课改素养是中学校长

从事教育领导职务，指导教育改革的基础与前提。
提高其课改素养，值得注意的有：一是提升校长的综

合教育素养。 校长是中学课改的“指路人”，理应深

悉课改理念和人才培养的目标与过程，洞悉学科建

设与课程设置的规律及指导原则、教育教学活动的

开展方式方法等，能够有效地甄别学校课改的本质，
鉴别学校课改的发展需求，从而能够在学习、借鉴中

因地因校引领学校课改实践。 二是提高课改自信。
在中学课改中，应当注重提升校长的教育自信、课改

自信，从而带动教师自信、学校自信的建立，敢于和

勤于拓新，促进中学课改的不断深入发展。
（２）加强校长领导力建设。 在校长领导力建设

中，除了关注校长的心理素质、道德品质、一般领导

能力等的建设之外，还要强调两个方面：一是增强学

习能力，不断“补短”。 根据“木桶理论”，中学校长

应该加强学习能力建设，不断提升理论视野和实践

指导能力，在扬长避短的同时，加固和补修“短板”，
提高整体性角色素养“能量”，减少课改实践中主体

因素的限制作用。 二是加强战略决策能力建设。
“一个机构没有战略就好像一条船没有桅杆，只能

原地转圈，它像一条船期不定的船不知往何处航

行。” ［１０］要不断提升校长的战略决策能力，使中学校

长在未来的教育改革中，能够“以环境分析为基础，
结合自身的自由与能力，对中学教育的使命、目标以

及价值等重大问题做出思考，战略性统整校内外可

资利用的人力、物力等资源，科学制定学校发展战略

规划。” ［１１］

２ 不断加强师资队伍的素养建设。 教育犹如

４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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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鱼前导，小鱼尾随的从游活动”，其中教师的引

导作用至关重要［１２］。 所以，中学教育永远都需要把

教师队伍建设放在重要战略位置，在课改中也同样

如此。
（１）更新教职员的课改观念。 在学校课改中，

出现落后、退后以及反复等现象，其背后多是陈旧甚

至迂腐的观念在作祟。 因此，首当其冲的就是要不

断更新中学教育工作者的教育观念，以新的理念和

思想武装头脑，开阔视野，提升课改认识。
（２）提升教师的学科素养。 在中学核心素养建

设阶段，教师的学科素养水平是决定课改深度和人

才培养目标达成与否的主要因素。 提升教师的学科

素养，一是需要通过多种途径，建立各种平台，促进

教师职业成长，如举办各种在职培训与专家讲座，开
展区域教研活动。 二是要加强学校图书馆等文化设

施建设，打造和丰富教师素养成长的资源平台，浓郁

教师成长的文化氛围。 三是要建立各种激励措施，
刺激教师的学习动机，唤醒教师的学习意识，增进学

习能力。
（３）倡导中学教师的教育叙事研究。 让中学教

师在叙事的过程中，不断审视自我，反思自我，籍回

顾、总结、评价自我在事件进行中的心路历程，唤醒

教师的问题意识，增进教师的教育教学反思，提升教

师的反思能力与科研能力［１３］。
３ 建立健全考评体制机制。 科学引入多重评

价标准，丰富评价指标体系，逐渐消弭“应试教育”
对中学教育的阻滞。 构建切实可行、操作性强的评

价指标体系，增进评价体系的适用性。 加强评价中

的监督与反馈机制建设，促进问题的即时发现与及

时解决。 加强评价结果的管理与使用，辅以有效的

激励机制，调动教职员工工作积极性，实现以评促

效、以评促教、以评促发展的目的。
４ 加强“互联网 ＋ ”在课改建设中的功用。 加

强网络信息技术在学科素养、师生素养建设中的引

介，在教育教学活动中的应用，促进“互联网 ＋ ”与

中学课改的深度融合。 加强数字化资源库的建设，
逐步推进课改资源的即时传递与在线沟通交流。 在

教师素养的网络研修平台建设中，需要注意研修坊

主的选择与培养、研修主题的确立、讨论活动的组织

等环节。

５ 加强现代教育理念在中学课改中的引介和

融合。 借鉴和引入现代治理理念，创建多元主体参

与中学治理的机制与途径，浓郁多元参与氛围，吸
引、鼓励和引导学生、家长、社区等积极参与课改实

践，形成多方参与中学课改的强大“合力”，促进课

改的深度探索，改善中学教育发展的社会环境。 引

入终身教育理念，明晰学习在人一生中的重要作用，
增强师生的学习理念与意识，同时促使中学注重对

学生自主学习能力的培育。 引入组织学习理论，重
视教师组织与团队学习的重要性，积极采取各种措

施促进年级、学科教师的专业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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