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基础教育课程理论亟待完善 

韩宝江 

    始于 2001 年秋季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理论研究方面得到了长足和快速的发展，许多专家学者表

现出大胆的探索精神，结合各自的研究提炼成果、发表论文、出版著作，在指导一线教育教学实践方面

发挥了巨大作用。然而，我国基础教育课程理论体系自身仍然存在诸多有待提升的空间和有待修正的细

节。 

    缺乏公认度较高、相对统一的课程理论建树。在学校一线实践的具体层面，不同专家立足于各自成

果入校指导，各家各派的观点之间各具特色、多有分歧，有的甚至彼此之间针锋相对。 

    基于创新基础上“发明”的名词术语玄乎其玄。有些专家在业内名气不可谓不高，甚至无愧于“著

作等身”的赞誉，然而在学校进行报告讲座时总会“创造”一些闻所未闻的新词怪词。这些新词怪词让

大量教师如坠云里雾里，摸不着头脑。学校是讲究真抓实干的实践基地，迫切需要接地气、听得懂、做

得来的专家进行指导。 

    各种教育理念“水土不服”。有些专家经常从国外的网站、书籍中“借鉴”先进经验和研究成果，

各种“模式”“量表”层出不穷。我们更应该关心的是：这些听起来与时俱进的概念，怎样在本土的学

校学情方面找到更好的衔接点？只有从云端落到地面，优秀的教育理念才能切实推动基层工作的有效开

展。 

    古代课程理论发展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宋代学者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多次使用“课程”

一词，如“宽着期限，紧着课程”“小立课程，大作功夫”等，课程指学习的范围和进程，已经接近于

今天通行的含义。我国历史上不乏教育大家，只是其教育思想多为经验性质的观点、主张或心得，散见

于零星的只言片语、感悟、家训等形式之中，整体上缺乏系统性论证，与当代课程的理论构建之间隔着

一道难以逾越的现实鸿沟。 

对国外课程理论先进成果的借鉴与转化工作做得不够。1918 年出版的《课程》是教育史上第一部

课程论专著，标志着“课程”作为一个独立研究领域的诞生，由此确立了“课程论”这一教育学的分支

学科，随后涌现出大批实力学者和研究成果，如美国学者布鲁纳及其结构主义课程论、德国学者瓦根舍

因及其范例方式课程论、苏联学者赞科夫及其发展主义课程论等。 

当然，近年来我国正在逐渐构建本土课程理论体系，加强与基层课程实践的关联，拓展课程研究的

领域和格局，在课程研究方法、课程现代化、课程形态、课程实验、学科建设、思维模式、学习方式变

革、核心素养落地、课程评价体系、互联网技术辅助教学等各个方面日益深化，立足国情与借鉴国际先

进经验相结合，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 

今后一个时期，课程论研究应该努力纠正“重基础研究、轻应用研究”或“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

究”的错误倾向，更加注重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既要持续提升课程理论的科学性，又要切实推进课程

实践和学科知识的建构；要处理好借鉴国外成果与继承历史积淀、单一学科深度建设与综合课程跨界融

合等方面的辩证关系；要扎根于我国丰富生动的课程改革实践经验，吸收国外先进理论的有益成分，在

此基础上创造和建构我国本土化、原生性的课程理论体系。 

                                          （摘自《中国教育报》2021年 5月 26日第 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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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心初绽永向党   五育并举系教育 

                全市“红心向党·五育并举”优秀社团展演现场会举行    

    为深入落实枣庄市教育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小学学

生社团建设的意见》（枣教发[2020]20 号）文件精神，

展示社团建设初步成效，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培育典型，

全面推进我市学校社团活动高效、有序开展，5 月 28

日，滕州市“红心向党·五育并举”优秀社团展演现场

会，在大坞镇联合学区隆重举行。各镇街学区（联区）

业务主任（指导员）、教研室主任，滕州市小学第七组

联研共同体学校校长、教导主任，大坞镇辖区学校校长，

部分市教研员，近 200 人参加了会议。市教育和体育局

党组成员、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王延军主任到会指

导并做重要讲话，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马培

函主持会议。 

会议分为三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优秀社团展示。来自大坞镇辖区学校的 50多个社团的师生们，齐聚大坞镇中

心小学，通过“工作坊”展演和“运动场地”展演的方式向与会者全面展示了各学校优秀社团的成果。社团内容丰富，

展现形式多样，让与会人员啧啧称赞。 

第二阶段是优秀社团汇报演出。大坞镇联区精选了 7个不同类型的节目，展示了大坞镇师生们在学校的音乐社团、

舞蹈社团、武术社团、诵读社团的学习成果，学生们飘逸动感的舞步，虎步生风的武术，充满激情的歌声，赢得与会

者的阵阵掌声。大坞镇师生们昂扬向上的精神面貌和向善向美的气质，感染着在场的每一个人。  

第三阶段是会议交流，共三项议程。首先，由大坞镇人大主席张开阳同志致欢迎词。接着，大坞镇联区刘真标

主任作了题为《文化引领、五育并举、特色办学、赢在质量——乡土文化引领下的学校社团建设》的经验介绍，他结

合工作实践经验从乡土文化规化社团建设，东风拂面正当时；乡土文化引领社团方向，“百花齐放”显亮点；乡土文

化丰富社团内容，“五育并举”得促进；乡土文化激发社团活力，“齐抓共管”见成效，分享了大坞镇联区在镇域内

推进社团建设的思考、规划、措施及成果，可谓是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果显著，给与会者很多思考和启发。最后，

王延军同志做重要讲话，他肯定了大坞联区在社团建设

方面取得的成绩，教育不是灌输，而是唤醒，办好教育，

人是最关键的因素，发展教育最需要的是教育人特别的

教育情怀。王主任要求与会者要充分利用活动，深入思

考“我们为什么而来？我们要向大坞镇联区学习什么？

我们应该怎样干？”，学习推广大坞镇联区的好经验、

好做法，在规范化开展社团活动上下功夫，推进全市社

团建设工作。 

此次现场会，旨在从镇域的角度推介一个学区的做

法，从而推动全市的社团建设工作。此次活动，达到了

预期效果，必将推进全市的社团建设再上新台阶，全面

提升我市素质教育质量。（齐国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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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枣庄市教育强镇筑基省级试点镇 

暨新课堂达标送教助研在西岗镇中心小学举行                            
为贯彻落实《山东省教育强镇筑基行动实施方案》，深入开展新

课堂达标活动，引领教师专业成长，有力促进城乡小学教育优质均
衡发展，5月 27日，枣庄教科院在西岗镇中心小学开展送课助研活动。
枣庄市教科院数学教研员付国华主任、市教科院体育教研员牟森老师、
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仇光伟老师、西岗镇学区和西岗
镇中心小学领导班子参加了活动。本次送教助研活动起到了引领、带
动城乡教育教学均衡发展的作用，对实现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促进城
乡教师相互学习、相互探讨、共同进步起到了很好的带动示范作用。
（仇光伟）           

           

            把准脉搏聚智课堂重实效，靶向指导助力打造新课程 
                      高中组对二中、二中新校、三中、五中调研 

    2021年 5月 26日至 27日，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高中部朱述进主任带领全体高中教研员对二中、二
中新校、三中、五中进行专题调研。二中及二中新校主要采取交流、研
讨、观察的调研方式，深入高三备课组，了解冲刺阶段模拟试题使用情
况，交流指导高三后期复习策略；查看师生状态，交流指导师生减压调
整到良好状态。三中及五中主要查看各学科备课组长“备教学评一致性”
研讨会项目落实情况；一课一研开展情况，深入课堂听课及评课指导。 
    本次调研，深入了解当前新课程达标及一课一研等重点工作的瓶颈
问题，深刻剖析新教材实施过程中问题产生的原因，探讨完善教学管理
制度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对策，指引各校进一步完善教育教学管理机制，
促进我市高中教育教学质量稳步提升。（翟文文） 
              
             初中历史举行全市“赢在新课堂”之中心团队进校园系列活动  

    
   为充分发挥全市初中历史中心团队的辐射、引领、带动作用，深入
推进一课一研和新课堂达标工作，提升教师课程纲要和学历案编写水
平，全市初中历史“赢在新课堂”之中心团队进校园系列活动分别于
5月 27日下午和 5月 28日上午在北辛中学通盛路校区和至善学校举
行。滕州市教育事业发展研究中心初中历史教研员耿欣老师出席并主
持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初中历史兼职教研员及工作室全体成员，全
市所有七、八年级历史教师共 140余人。 
　  此次活动借一课一研和新课堂达标活动的契机，依托初中历史中
心团队这个平台，全市初中历史老师正走在新课堂达标的路上，相信
每一位参与其中的老师都会收获属于自己的成长与快乐。（耿欣） 

                          
 

1.召开初中语文、音乐“备—教—学—评一致性”背景下学历案撰写研讨会。 

2.组织小学科学、英语、道法中心团队进校园活动。     3.到实验高中高一、高二调研；小学到龙泉街道调研。 

4.省教研室课题评选上报。                           5.召开初中学校期末质量监测及阅卷培训会。 

6.参加荆河街道联区小学语文整本书阅读教学研讨活动。 7.参加小学第七组联研共同体活动。 

8.筹备并组织全市高中生实验比赛。                   9.三学段指导命制期末试题。 

10.指导中考、高考复习备考工作。                    11.制订八年级教学质量监测实施方案。 

12.指导部署、测试初中英语人机测试平台。            13.拟定并下发优秀社团评选通知。 

14.小学数学、英语、道法参加枣庄强镇助基送课助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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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5月 28日，全市“红心向党.五育并举”优秀社团展演现场会在大坞镇召开。会上，大坞镇联合学区刘

真标主任就如何挖掘乡土文化，引领学校社团建设发展，探索具有大坞特色的农村素质教育发展之路做了经验

介绍，其内容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故刊发于此，供大家参考学习。 

文化引领、五育并举、特色办学、赢在质量 

——乡土文化引领下的学校社团建设 

大坞镇联合学区  刘真标 

一、乡土文化规化社团建设，东风拂面正当时 

大坞联区依托乡土文化，形成了“文化引领、五育并举、特色办学、赢在质量”的办学目标，积极制定出

“一年成雏形，二年成规模，三年成典范”的特色办学总体规划。而真正的优质教育，更应该是关乎学生全面

发展的教育，而社团建设是他们密切联系最好的切入点。规划中提出各校除要求的“英语口语社”、“辩论

社”、“计算机素养社”等必备社团外，联区支持各校社团建设的“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新学期以来，

全镇中小学积极开发出 10大门类的社团课程，共成立了 127个社团，学生参与人数达 2960人，学生社团活动

的参与率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 

二、乡土文化引领社团方向，“百花齐放”显亮点 

各学校积极围绕大坞独有的凫山文化、洪山口文化，充分挖掘大坞村居特色的孟子“居休”文化、刘向文

化、墨子扎染文化，引领学校文化建设，积极开展社团活动。 

三、乡土文化丰富社团内容，“五育并举”得促进 

1.大坞联区打造的六大劳动基地现已初具规模。依托小坞村作为大白菜生产基地，在原小坞小学打造了泡

菜制作劳动实践基地；依托邵庄村作为粉皮手工制作之乡，邵庄小学建立起粉皮制作劳动实践基地；峄庄中学

打造了果树种植劳动基地；和福小学开拓了种茶劳动实践基地；市庄小学的生态蔬菜种植劳动实践基地，四季

瓜果飘香；腾云希望小学打造了家禽养殖劳动实践基地。 

2.五育并举，体育先行。联区把足球作为体育发展的一个靓丽“窗口”。从幼儿园起开设足球游戏课，小

学普及足球课，中学组建足球队。同时，善山小学的乒乓球社团、大坞中学的篮球社团、袁村小学的跳绳社团、

刘庄小学的大洪拳社团，小坞小学的梅花拳社团都成为体育类社团的主力军。 

3.社团建设更让美育教育大放异彩。大坞中学的小百灵艺术社团、立里小学的童舞蹈社团、东阳汶小学的

纸韵社团等，无一不让孩子们受到美的熏陶、美的教育。 

四、乡土文化激发社团活力，“齐抓共管”见成效   

1.以制度化管理为核心，促进社团规范发展。全镇社团活动建设做到：有方案、有计划、有宗旨、有规模、

有活动记录、有展示、有评价、有效果、有总结、有表彰，确保社团走的更远，发展的更快。 

2.注重社团品牌化建设和社团辅导教师队伍建设，稳步提升社团发展的整体水平。培养辅导教师队伍，引

导社团建立自己的品牌，推动社团文化定位，提升社团发展水平。目前，各学校已拥有社团活动金牌辅导教师。 

3.科学完善的评价机制。建立完善社团教师的考核、评比、表彰、奖励机制。各校每天有专人深入社团检

查开展情况，每月一小结。期末进行社团成果展示，并结合参加各级参比赛参赛人数和获奖情况纳入个人教学

实绩量化，并评选出社团金牌辅导员。根据学生活动表现，评选出社团明星，并记入学生个人档案，纳入综合

素养评价。联区成立社团督导专班，负责各学校社团活动的检查指导。联区举行的社团活动回头看、社团建设

现场会、各类社团活动比赛，精品社团评比等,均有力地推动了社团活动的健康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