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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是从英美教育文

献中引入的一种课程概念，已有20多年的历史。校本课程就是由

学校自己确定的课程，它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对应。
1　校本课程开发的四大主体研究

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概念，Kenny, S., Weiss[1]建构了一

种校本课程开发模式，揭示了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有课程学术研
究者、校长、教师、学生四大参与人员。

1.1校本课程开发中课程学者的研究

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践离不开宏观上的理论研究支撑。学者
们总结校本课程的发展脉络，对校本课程原则、课程模式等方

面做出了一系列探究。这对校本课程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了重大贡

献。学者宋国才总结到课程设计要基于“课程目标”遵循课程
的连续性、顺序性、和整合性原则，此外，基于学情与国情

又要遵循灵活性、科学系、实用性、社会情景性。

1.2校本课程开发中关于校长的研究
校本课程中的“校”字就体现学校的主体特色性和校长管理

性。学者邹尚志提出中小学校长校本课程功能有六个方面[2]：第

一，校本课程目标设计；第二，决定校本课程设置和结构；第三，
决定校本课程内容；第四，组织校本课程实施；第五，校本课程

评价组织与指导；第六，校本课程的组织、指导与协调。在这个

过程中校长一来要提高自己的专业理论素养和格局从宏观微观教
育视角把握校本课程的开发；二来要从本校的特点出发，根据本

校师资水平、科研氛围、教学资金保障等条件来创造课程开发的

校园环境和活动机会[3]。
1.3校本课程开发中关于教师的研究

课程的实际操作者是教师，因此教师也是校本课程开发的

核心研究者。这就要求教师做到三个方面的准备[4]，第一，增
强主体意识，在课程意识和课程观念上培养三级课程制度观、以

人为本的课程价值观、多元课程类型观、系统的课程开发观。第

二，培养课程知识与课程开发研能力。即本体性学科知识、教育
学等条件性知识、以及实践性知识。因此教师要多参与以实践性

知识为基点的教育培训和活动。学校也要建立有利于教师参与课

程开发的保障机制，还可以与高校做联合研究，建立宽松的课研
氛围[5]。第三，培养参与意识和合作精神，教师可以与课程专

家一起工作培养课程开发意识和能力，与家长和社区有关人员寻

找有效社区课程资源，与学习者一起进行学情和学习需要分析。
1.4校本课程开发中关于学生的研究

学生是课程学习的主体，因此课程开发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学

生为本。首先，根据学生不同的气质特点、不同的智能类型[6]、
不同的兴趣、需要和差异性设计多种多元的校本课程方案，同时

给予学生参加校本课程的话语权和决策权。其次，学生的经验表

现出复杂性、连续性、变化性、和差异性，基于学生经验的校本
课程就要做到以下两点。第一，凸显学生经验的主体性，即尊重

学生经验的主体性让学生主动体验，并营造开放、自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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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习环境。第二，注重学生经验的系统化，即恰当理解学生

经验的内涵、关注学生生活与校本课程的有机融合、注重对学

生经验的系统化提升[7]。
这四大校本课程开发的主体要素并不是完全独立的，而

是相互关联、相互合作的整体。共同促进着校本课程开发的价

值追求：学生的个性发展，教师专业发展，学校特色形成，课
程体系发展[8 ]。

2　校本课程的两大分类

校本课程主要有两中分类方法：第一，按课程种类来分可
分为学科类校本课程和活动类校本课程；第二，按地区来分可

分为本土化校本课程和国际化校本课程。

2.1按课程来分可分为学科类校本课程和活动类校本课程
就学科类校本课程而言，启东市汇龙中学张建春老师将垃圾

分类的社会实践与数学建模结合在一起开设了《汇龙中学绿色行

动》校本课程，学生建立课题研究小组，按月对校园内罐装饮料
销售量和垃圾回收量进行了预测的统计，学生通过采集数据、现

场分析、查阅资料、相互研讨等方式，形成数据研究分析报告，培

养了学生的数学学科统计思维。重庆市巴川中学开设《一片叶子
的传奇》校本课程，通过拓印画创作、“树叶落下哪面朝上”实验

汇报研究、“济南的冬天”中植物描写赏析和“巴川的秋天”写作

指导、生物叶绿素提炼实验、红叶书签制作这五大课程模块，把
艺术审美思维、科学实证思维、劳动实践能力、写作阅读能力融

为一体，实现了跨学科思维能力的培养。除了学科型校本课程，还

可以开展基于学生主体生活经验的活动型校本课程，如曹阳实验
小学的《生态美育》中的拓展型主题活动课程，以及以新冠肺炎

为背景开展的公共卫生安全教育类校本课程。

2.2按地区来分可分为本土化校本课程和国际化校本课程
国家统一课程往往无法完全照顾到地区和学校差异，实施效

果参差不齐。在传统文化底蕴较多的地区，则开发了更多本土化

的校本课程，如巴渝文化校本课程、孔学校本课程、少数民族文
化校本课程等。民族文化类校本课程资源主要体现在学生素质培

养、学校特色发展和民族文化传承三方面。由于办学理念和学校

特色不同，许多一二线城市教育与国际教育理念接轨，出现了不
同于传统课程的新式校本课程，如STEM校本课程、机器人教育校

本课程等。国际化校本课程投入人力物力更多，多适用于发达城

市地区。农村地区一般无相关专项经费，且专职人员在校本课程
上发展较弱。其校本课程重在根植于地方文化，一来依附于学生

的生活经验，二来帮助学生解决实际生活问题并找回文化自信。

在资源技术方面，要寻求地方行政、高校研究和社会关注力量的
帮助[9 ]。

3　校本课程的评价体系

当前校本课程的评价体系并不完善，主要依托于课程评价体
系，是校本课程开发的难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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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校本课程评价主要存在以下问题：对学习评价的实质

指向把握不够精准、评价的全面性和针对性难以协调，课程评
价的科学性和操作性有待提升[10]。在课程评价的范式上可遵循以

下三点，第一，评价者搜集与课程实践相关的最佳证据。第

二，开发中根据证据进行课程改进。第三，学生和家长积极参
与课程改的的决策。为增强校本课程的可量化度和明确性，可

以增强“人本自然主义”学术取向。另外，还要确立合理评

价范围和适宜的评价标尺，如运用“档案袋”、“公示表”、
“综合评定表”等方法。综上，校本课程评价体系的标准、模

式、方法都还有待完善。

4　结论
本文采用理论分析的方法，梳理校本课程的要素及其开发的

现状。在此基础之上，探索了校本课程的发展脉络：以国家课

程为蓝本，基于地方学校特色和文化背景，专业学者、校长、
教师、学生四者共同开发多种多元化的校本课程。再根据校本

课程评价不断完善课程并检测学情，最终达到校本课程的育人目

的，促进学生的发展。模式如图3 所示，以期这个总结能为校
本课程及其发展提供更富逻辑性和系统性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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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在体育学习方面的基础，学生对于体育内容的接受程度等。

只有进行更合理科学的分组之后，学生的差异化教学才能更顺利

开展。除此之外，在进行一段教学之后，教师还应该根据学生对

于课程的接受结果，学习提升情况等对分组进行更科学的改进，

这种调整不能太大，避免影响学生的情感建立，在尽可能地保障

组内成员稳定的情况下进行略微调整，确保学生能够在体育学习

的过程中变得更加默契。

3.2要注意对教学内容的适当调整

高校体育教学过程中应用分组教学的目的是帮助每一位学生

都能够在体育学习的过程中获得成长，但因为不同小组学生的接

受程度，体育基础不同，对于内容的接受能力自然也是存在差异

的[4]。面对这种情况，高校体育教师在完成分组之后还应该根据

每一个小组内学生实际的体育学习能力来对体育教学的目标，内

容以及要达成的任务等进行适当调整。譬如说，基础较差的小组

学生的学习目标就是获得体育基础的巩固，而基础牢固，接受能

力强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目标自然就是体育技能上的拔升。

3.3要注重对学生自主合作能力的培养

高校体育教学施行分组教学的方式之后，传统的填塞式的教

学方式自然就不再适应当前学生的学习，因此高校教师在进行分

组教学的过程中还应该注意培养学生在体育学习过程中的自主合

作能力。小组内的学生本身就是一个小的学习团体，要能够在

进行体育知识与技能学习的过程中逐渐养成相互配合的默契，通

过相互之间的合作带动来激发学生内心深处对于体育锻炼的热爱

之情，从而使得学生的体育学习能够更主动。

4　结束语

高校在帮助学生进行体育教学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到不同学生

在体育基础以及体育技能接受能力方面的差异，施行分组教学的

新模式。按照不同学生的身体素养以及其在体育方面的基础水准

等对学生进行科学分组，再根据分组后的学生实际需求以及能力

水准对相应的体育教学目标与内容，任务等进行调整，确保这些

教学相关的建设可以更加符合学生的实际体育学习需求。除此之

外，体育教师还应该在实际进行教学的过程中注重对学生之间的

合作能力以及学生自身在体育学习方面的自主学习能力的培养，

帮助同一个小组内的学生可以逐渐培养建立起一种在体育锻炼方面

的默契，互相配合，互相刺激，互相帮扶，最终在体育学习上

都能够变得更加积极，人人都可以获得更加健康的体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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