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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暨社团活动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山东省普通高中课程设

置及教学指导意见》为指导，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招生考试改革方

案”建设特色高中的精神，以《滕州十一中学校工作计划》为基础，

体现学校“提供适合的教育”办学理念，结合当前校情学情，特制

订本方案。

二、实施原则

1.自主性原则

校本课程是学校自主开发的课程，与国家课程之间并不存在

一一对应的关系，学校可以开发出多门校本课程，并非每个科目

都要开发出一个校本课程来。学生在完成学校规定基本学分的基

础上有自主选择权。课程开设要尊重学生主体地位，以学生自主

活动为主，教师指导为辅，多给学生动手体验、想象创造的时间

空间。

2.现实性原则

校本课程建设基于学校现实的教学分析和需求评估，综合考

察学生自发的个体需要和素质发展的教育需要、学校的教育传统

和周边的课程资源等因素，逐步实现内容的地域化和校本化。

3.主体性原则

校本课程建设要重视教师的主动精神，发扬团结协作精神，

使校本课程得到更大的开发。同时，还要充分了解和反映学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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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重视学生参与，了解学生的反馈信息，不断根据学生的需

要，完善和优化课程结构和内容。

4.发展性原则

校本课程立足于为学生提供终生受益的教育目标。根据学校

实际状况，兼顾到每个学生的发展需要，树立着眼于学生发展的

教育价值观，把为学生的发展服务当作学校课程的基本价值取向。

教学内容、方法以学生的实际情况灵活地进行内容和形式上的调

整，使师生都得到发展。

5.人人参与原则

校本课程中的发展课程，包括德育教育课程、潜能开发课程、

学科拓展课程、龙山文化课程和实践活动课程五个系列。这五个

系列渗透在各个学科领域，在深化实施过程中要求每位老师人人

参与，结合本学科的特点，在本备课组中建立自己的社团。所有

学生也必须结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和专业课，选择适合自己的社团。

三、组织形式

学校课程的开发与深化实施需要全体教师和学生为主体的广

泛参与。构建课程开发共同体的五种组织形式：一是以学校为主

体的课程规划、管理、协调、评价共同体；二是以学科组、备课

组为主体，体现学科特色的课程开发共同体；三是以科室和级部

为主体，构建跨学科、跨领域的课程开发共同体；四是学校与周

边的单位、组织、社区、家长联合，构建跨学校、跨地域的课程

开发共同体；五是教师个人根据自己的爱好特长，打破学科界限，

构建个体课程开发共同体。当前学校课程的深化实施主要以备课

组为主体，体现学科特色的课程开发共同体，并以社团为活动载

体，课程纳入课程表管理。

四、实施步骤

1.实施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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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课程建设研究小组→通过备课组召开学生座谈等了解学

生各种需求→备课组结合本学科特点及学生实际成立社团→各社

团制定活动方案→学生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申报社团→收集整理

各社团学生名单→编排社团活动课程表→开展活动→组织检查及

过程评价→成果展示→社团成员评价反馈。

2.社团的成立与申报

学期初教导处召开教研组长、备课组长会议，传达学校课程

开设方案，各教研组备课组成立社团，原则上语文、数学、英语

教研组各成立两个社团，其他学科可成立 1—2 个社团，音乐、美

术、体育组除了各自的专业社团外，还可以再成立一个兴趣社团。

学生根据各组社团一览表自愿选择，填报社团申报表，每生每学

期限报 1—2 个社团（至少 1 个，不得超过 2 个，艺体特长生除申

报 1 个本专业的专业社团，还可以再选择一个兴趣社团）。

3.社团活动开展及目标

承担课程建设任务的级部、教研组、备课组原则上要在学校课

程整体规划的框架下开展活动。若有变动，需提前向课程建设领

导小组提出申请，待审核通过后再加以实施。

4.社团活动的要素

学校课程的开设要具备课程的基本要素，比如要有课程目标、

课程结构、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和课程管理等，课程

开设后要有开设的原始材料。指导教师，要根据本学科的特点和

学生的实际以及自己的特长开展社团活动，力有所能的还可以编

写校本教材。

5.社团活动的方式

学校课程以备课组成立的社团为活动载体，灵活多变。教学

形式除了必要的知识讲授和专题讲座外，要注意引导学生广泛接

触社会和大自然，更多的开展科学实验、社会调查、小制作、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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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读书活动、知识竞赛、技能训练、生产实践、公益活动、

观摩考察、课题研究、专题研讨、头脑风暴等形式，同时应注意

融入自主、合作、探究等学习元素。

6.社团活动的组织与开展

社团活动以级部为实施主体，教导处负责协调与指导。备课

组负责制定本学科的社团课程开设方案，组织社团活动。各社团

小组每周至少保证一次，地点为教室外、操场及功能教室。

教学部负责组织学生申报社团及名单统计、安排社团活动地

点，过程检查等具体实施，并定期进行过程性评价，学期末组织

备课组进行社团活动成果展示。

五、考核评价

采取过程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过程性评价，

依据级部对各社团活动开展情况和教导处抽查检查情况，进行量

化；终结性评价，依据学期末备课组社团活动成果展示和社团成

员评价。根据各社团开展情况，折合相应工作量计入教师考核。

评价考核细则由教导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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