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课程建设　 形成研究特色

　 　 一、概况

２０１４年是课程建设的全面启动和建设年，为此，区教文局出台了《钟楼区课程建设
三年行动计划》，并把课程建设作为学校管理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作为骨干教师培育
的主要途径和学校主动发展的中心任务。全区各校总结和反思近１０年的学科研究和
建设上成效和问题，并将之作为课程改革再出发的起点。展开育人目标的再认识和育
人方式的再建设；既借他山之玉———去北京、上海、苏州等地汲取成功经验；同时更注重
现有课程的解构与分析，做好课程建设的“落地”与“生根”的工作，推进建设属于学校
的课程。

　 　 二、主要内容

钟楼区学校课程建设以“做”为核心，探寻适合本区域的道路：
路径一：从国家课程校本化、高质量实施出发，丰富和拓展课程内容和资源，着力课

堂教学的结构性变革。
以我区三大集团为代表的综合实践、数学、英语学科先行，从课程目标、课程内容、

课程实施途径等各个角度探索，形成了校本化的课程目标、内容体系。随着课程目标与
内容的整体变化，给教师的日常化教学带来变化：突破教材，改变备课方式和课堂组织
方式———场馆的动手操作、网络学习、数字化学习正逐步走进日常课堂中。实验小学集
团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依托基地建设项目，在２０１４年有了新的突破：７大场馆均已建
成。各主题体验馆的建成，给孩子们增加了更多体验、实践的平台；觅渡的英语课程在
国家课程的基础上确定了觅渡学子的各年段目标和知识体系；同时还编撰了电子化的
单元目标导航，包括话题与功能、语言知识、语言技能、情感态度、文化意识、学习策略，
并在日常教学中得以实施。同样，怀德数学课程建设也借助省市级课程基地这一平台，
在实践中推广成果，带动了集团和联盟内的学校。

实验小学集团和怀德集团分别从综合实践课程、数学课程的探索延展到语文课程
的实践。实小的“林—树课程”，以“主题单元化，阅读综合化”主题阅读研究，形成了：
确定主题、重组内容、单元教学、综合阅读、语用提升教学主线的流程。特别是对教材进
行“瘦身”———教材三分之一内容略教，促进了教师的课堂转型，也联动转变了学校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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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制度、评价方式……怀德语文课程在持续行动５年的儿童阅读推广的基础上，汇编
成１０多万字的儿童阅读推广实用手册———《让儿童的阅读如呼吸般自然》后，将视域拓
展到整个语文课程，聚焦学校语文课程中的主要问题，形成了“五个一”的语文素养评价
体系；还将一年级拼音教学与海量阅读结合起来，孩子们既能熟练掌握拼读，又积累大
量的儿歌故事；六年级的小古文教学和儿童哲学教学，受到孩子们的喜爱和家长的赞
誉。西新桥小学的语文课程全面架构属于学校的语文课程，将经典阅读与国定课程相
融合，着手对教材进行全面梳理，通过主题聚焦，创生语文综合实践活动，培育爱阅读、
乐抒写、情感丰富、自信独立的儿童。盛毓度小学将“ｅ学习”与语文课程建设相融合，
实现了利用平板电脑、数字化平台、交互电子白板、无线手持蓝牙、反馈器等多种设施设
备探索创建新环境，资源共享；培养学生利用新技术实现思辨、协作、沟通、创新、解决问
题能力，从而走向“自主学习”、“创新学习”。

路径二：从学校特色固着与彰显出发，由惠及部分学生的精英课程模式，走向惠及
全体学生的普惠课程模式。

我区有一批办学特色鲜明的学校，他们历经数十年的努力，形成了鲜明的办学主张
和特色项目。在课程改革再出发的节点，他们充分认识到课程在固着和彰显学校特色
的重要作用。花园小学在打造科技特色过程中，将校园建设与科学课程建设一体化设
计，除了打造“一廊三室四区”的课程资源，更重要的是在科学课程内容架构上取得了不
俗的进展：一年级科学与《品德与生活》的整合，必修课程《智能机器人》、选修课程《七
巧板》、《车模》、《航模》、《九连环》、《魔方》已构成了花园科学课程的基本框架。五星小
学自办学以来，艺术文化特色就得到了社会的认可。２０１４年学校开始了课程建设，组建
了以音乐、美术、语文以及有艺术特长的教师建设团队，展开跨学科综合性课程的实践。
勤业小学“常州民俗文化”课程着力打造富有浓郁民俗文化味儿的勤小课堂学习活动；
学校积极构建基于社区共建的民俗文化活动平台———走出校园，走进社会民俗，参观，
考察，在“寻根之旅”中感知民俗、感受民俗、体验民俗；走进学校，将民俗资源引进学校，
邀请民俗专家走进课堂，走进社团，走进学生生活；开好一年一度的校园民俗文化节，展
示校园民俗文化研究经历和成果。

路径三：从原有校本课程出发，进一步对其育人价值再思考，基于对儿童的研究，创
生更多适合学生成长的课程，走向课程的多样化。

花园第二小学的棒垒球在多年来参加各大赛事频频获奖后，积极思考如何以课程
“落地”。通过“一操、一节、一课、一营”这样简单可施行、实在有效果的方式，让每一个
学生享受课程带来的阳光。西林小学的美术课程着手教材的二次开发，已经呈现出“童
眼看大师”、“我是西林小桂花”等主题系列活动，积累了一定数量的课例。新闸中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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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是一所拥有地域特色的学校，创生的“我爱家乡的红萝卜”校本课程在坚持了多年的
研究，培养了学生动手劳作的能力，更在实践中锻炼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意识。
无论是花园小学还是花园第二小学……学校将课程与多学科教学相融合，将研究性学
习、实践性学习作为打通学科教学的界限，丰富了课程的育人目标———从拥有更多的知
识走向获得更多知识的方法，丰富了课程内容———从教材理解走向理解儿童，从被动教
内容走向主动搜集和选择学的内容；更可贵的是学校建设属于自己的课程，让学生拥有
了更多的发展可能性。

　 　 三、鲜明特色

我区课程建设走过了丰富而充实的一年，逐步形成了五大策略：
１． 招募式学科课程引领。区教师发展中心各学科教研员立足学科课程建设，带头

进行课程背景下的学科教学的探索，采用招募参与的方式，组建研究团队，带动一批骨
干和学校展开国家课程的高质量的实施。
２． 联盟带动式的基地辐射。全区在２年内成功通过了五个省市级课程基地。五个

课程基地分布在不同的联盟，成为了课程建设的优质资源。他们共享专家引领的讲座，
共享课程设计的历程，共享实践反思的成果；借助基地和集团的双重身份，在集团内“给
力”，在联盟内“给养”，影响了联盟内学校的课程建设。
３． 任务驱动式的课程班研修。课程研修班的组建与实施历时３个月，区域经历了：

分析课程建设的现状———摸清家底，找出问题；寻找突破，抓住关键，形成方案；明晰以
“做”为核心，任务推进的策略。目前，４１位课程班研修人员人人都形成了课程建设方
案，带动一批教师从学科走进课程。
４． 优选展示式的典型培育。２０１４年年初，局开展了学校主动发展项目“课程建设”

类的申报，采用年初申报、年终选优、以奖促建的策略，鼓励将课程建设作为学校主动发
展的中心任务来抓。
５． 互动访学式培训。课程建设的专项培训如何走出经验交流和讲座模式，凸显为

“做”服务。区域对培训的定位和价值重新思考：校长群体定位于学校主动发展与课程
建设的再认识；分管校长在于课程理解力和领导力的提升；骨干群体定位于课程理解力
和实践力的提升。

　 　 四、社会影响

我区的课程建设正成为学校办学思想、特色具体体现的载体。课程建设不仅受到
教育主管部门的关注，更受到学生家长的关注。怀德语文课程和勤业民俗文化课程建
设均在常州电视台专题报道；怀德数学课程在大市范围进行基地展示活动，获得与会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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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和教师的好评。有７所学校的课程建设项目在２０１４年常州市主动发展项目中获得
一、二等奖。在２０１４常州市中小学研究性学习优秀成果评比中，我区有８所学校的团
队分获特等奖、一、二等奖。课程建设更促进了教师专业成长，杨静娟获得了省特级教
师称号，有８位教师获得十一批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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