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蜀山区课程建设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
景象。

3月24日至25日，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四耕教
授率领课程指导专家团队第三次来到蜀山区进行课程
建设的跟进指导，并带来了题为“有逻辑的学校课程变
革”的专题报告。他以“品茶、吟诗和行走”为喻，指出
课程的开发要兼顾哲学、逻辑和实践。合肥八中唐华
副校长从高中课程建设的实践出发，就基础教育课程
的开发、建设进行了指导。

稻香村小学、华府骏苑小学、蜀山小学和合肥市第
五十中学分别做课程建设专题汇报。稻香村小学的课
程充满“美好”的气息，以头脑风暴式的多方对话将归
纳和演绎的方法应用于课程的建设过程中；华府骏苑
小学的课程以“多彩”为题，将学科重整以培养人的核
心素养；蜀山小学的“新生态课程”以亲近自然、陶冶情
操、绽放活力为课程理念，来实现“让孩子们焕发生命
活性”的办学理念；五十中的“大爱”课程是集四校区的
集体智慧，在师生广泛参与下凝练而成的。上海教科
院专家就各校汇报进行点评，指出了各校课程建设方
面的亮点，也指明了进一步改进的方向。与会人员借
助手机软件进行实时互动，在论坛进行的过程中及时
发表自己的观点、想法、思考和困惑，让会议在信息化
的环境中实现多点互通，会议进行过程中共直播发言
200逾条，增大了会议的容量和参与面，会议取得了预
期的效果，促进了区域特色课程建设品质的再提升。

3月31日下午，蜀山区第三期督学沙龙召开，本次
主题为“彰显学校特色，研发校本课程”。

首先发言的是乐农新村小学校长孙传华。孙传华
向大家介绍了乐农新村小学的特色及校本课程，并通
过世界两所著名院校北京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的招生
宣传广告视频来说明，学校特色如何彰显及与校本课
程的关系。接着各位校长针对这一主题纷纷发表了自
己的见解：西园新村小学刘春燕提出，孩子们喜欢的课
程就一定是好课程；蜀山小学余国飞校长指出，课程需
要接地气，要符合学校和学生的实际；五十中南区孙秀
芝校长提出，校本课程重点在“程”上，更多的是孩子的
体验过程；小庙中心校的谷云校长通过昨天、今天、明
天来阐述学校的特色及校本课程发展过程：昨天是在
做，今天是在追赶，明天争取创办成一所品牌学校。特
约督学黄英教授对各个学校的学校特色、丰富多彩的
校本课程给予了高度的评价：“通过大学自主招生的面
试环节，发现农村的学生和城市的学生综合素质有很
大差异，这个差异源于学校的校本课程，城里的孩子由
于参加了各类社团、各类活动、竞赛等，学生素质普遍
较高，因此校本课程的开设很有必要。”

王雪梅副局长指出，课程改革是现阶段蜀山教育
全面推进的一个切实抓手，此项专题活动取得积极成
效，需要学校管理者全面思考、齐心协力、共同推进。
蜀山区整体推进区域性课程建设工作自上一年度启动
以来，已成了学校品质提升的重要载体，从“校长的课
程意识”、“充足的课程资源”和“精干的课程队伍”三大
学校课程体系建设要素入手，提升校长课程领导力和
培训课程研发团队的目标，取得了预期的成效。

蜀山区：走出一条课程建设的康庄大道

3月24～25日，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四耕教授率领课程指导专家团队，第三次来到蜀山区进行课程
建设的跟进指导；3月31日，蜀山区第三期督学沙龙召开，区属各学校校长针对“彰显学校特色 研发校本课
程”这一主题进行发言，纷纷发表了自己的见解……蜀山区接连举办两场和课程建设有关的大型活动，显示
出整体推进区域性课程建设工作的决心。

蜀山区2002年成为国家级课程改革实验区。2012年回顾与总结课改十年，涌现一批校本课程建设方
面的新成果。通过总结与反思，教体局于2012年底进行了新的定位与思考，从2013年加大了校本课程研
究与实践的力度，2014至2015 年对校本课程进行重新定位架构。以学校为基地、以教师为主体，进行自主
开发，蜀山区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亮点已现端倪，呈现出“一校一特”的态势。

上海教育专家在华府骏苑小学指导课程建设规划

蜀山区教体局副局长王雪梅
介绍蜀山区课程建设情况

为了切实加强对校本课程开发与
实施的组织领导和业务指导，蜀山区
教体局成立了“蜀山区校本课程审议
委员会”，教体局局长刘小松任主任，
副局长王雪梅任副主任，基教科、教研
室人员为成员，审议委员会负责对全
区中小学开发的校本课程进行审议与
指导,审批学校上报的校本课程开发实
施的总体方案，加强对学校校本课程
的日常管理与监督、检查。加强对校
本课程开发的研究与指导，及时研究
解决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实施过程中
遇到的问题和困难，总结推广校本课
程开发实施中好的经验和做法，积极
稳妥地推进校本课程开发实施。

为了实现全区校本课程开发与实
施的规范化、科学化，蜀山区在学习研
究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安
徽省中小学办学行为规范（试行）》等规
定的基础上，结合实际，于2013年2月
28 日下发了《蜀山区义务教育阶段学
校校本课程开发与实施管理的指导意
见（试行）》。在这一文件中，给出了开
发校本课程的一般程序，明确了《校本
课程开发方案》、《课程纲要》包括的主
要内容，同时还指出了校本教材的编写
原则、过程及步骤等，使校本课程的开
发与实施更加规范，更加有序、有效，这
标志着蜀山区新一轮校本课程建设工
作步入深水区。

究竟什么是校本课程？怎样开发校本课程？校本课
程开发的原则是什么？为了让校长和教师对校本课程的
理论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工作起来少走弯路，蜀山区
采取了开展多种活动：2012年12月18日召开了校本课程
开发“问卷反馈会”，对蜀山区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与实
施情况调查；2012 年12 月21 日举办蜀山区“地方与校本
课程教研”教学研讨活动，共计百余人参加交流；2013 年
2 月 28 日召开蜀山区 2012～2013 学年度第二学期课程
建设与教学工作会，会上邀请了合肥八中唐华校长以“有
效整合资源，开发校本课程”为主题的培训会；2013年12
月12日，以“推进校本课程建设，促进学校内涵发展”为主
题的2013年蜀山区中小学校长论坛举行，就“校本课程开
发”、“校本课程管理”、“校本课程评价”、“校长课程”四个
话题展开讨论，对今后的校本教材的编写，完善教学研究
制度、评价制度，丰富评价内容提供可借鉴的范例；2014
年10月邀请上海教科院课程专家到蜀山区学校调研指导
并为中小学校长作“提高校长课程领导力”专题报告；
2015 年 5 月 13 日为落实市教育局《关于合肥市中小学校
品质提升试验区的实施方案》的文件精神，特邀南京市玄
武区教科所所长杨向红为蜀山区中小学校长作“学校课
程建设”专家讲座。

教育部《学校课程管理指南》中明确提出，在开发校本课
程过程中“学校须立足本校现有条件”，同时还提到“教师是课
程实施与开发的主要力量”。这明确告诉蜀山区，学校条件不
同、教师素质不同，开发校本课程的能力肯定也不尽相同。

因此，蜀山区在开发校本课程时，一要坚持分步实施。
建议规模较大的初中学校和有基础条件的小学先行一步，采
用新编或改编的方式，有了初步的经验后其他学校再逐步跟
进；规模一般的学校可以采用改编或选用的方式；规模较小
的学校或教学点，因教师缺乏自编课程的经验、能力和精力，
一般采用选用的方式。二要坚持分层实施，蜀山区校本课程
的开发类型有三种，也就是选用、改编、新编。

为了让区属学校驶入开发校本课程的“快车道”，2013年
4月12日，蜀山区召开中小学校本课程试点学校工作会议；
2014年收集整理全区中小学课程方案，并邀请省市课程专家
评审方案，并提出修改意见；2015年10月，蜀山区教体局与上
海教科院普教所合作，启动16所校本课程试点校（10所素质

教育示范校和6所新优质学校）实验工作，进行为期一年的合
作，专家团队全方位进校指导,为学校课程方案架构定位。

由于采取了分步实施、分层稳步推进要求，区属各学
校都能有序地开发或选择出适合本校的校本课程。

组织机构健全
管理制度完善

开展活动，提高校本课程认识

分步实施开发、分层推进课程

专家跟进指导，纵深发展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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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区课程建设工山区课程建设工
作作，，并带来并带来““有逻辑有逻辑
的学校课程变革的学校课程变革””
专题报告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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