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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01
什么是课程？



课程即教材？

课程即学科？
课程即活动？

课程即经验？

对课程理解的误区——



王策三：课程是教学内容及进程的总和。

廖哲勋：课程是在培养目标指引下，由系列化的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习
活动三个要素组成的系统。

丁念金：课程是在文化传承与发展中对学习的系统化预设，由教育目标、学
习内容、学习方式、学习评价四个要素构成，包含宏观层次的课程规划制定、
中观层次的课程标准研制、微观层次的学材编写。

钟启泉：“学习者赋有的学习经验的总体”或“儿童学习的履历”，归
根结底每一个儿童的经验才能算作课程。

对课程的不同定义——



  对课程的实践性理解：

刘希娅：一切有 的 都是课程。



Part 02
什么是
学校课程？



——回应党和国家总体育人要求。遵循国家教育总体目标对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要求，重视个
体德智体美劳的全面发展。

——反映学校的独特育人期待。对毕业生核心素养、必备能力、独特样态、气质秉性的群体愿景。

课程承载着一个国家对未来公民素养发展的基本要求，反映国家意志和行为

课程要回应为谁培养人、怎样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教育根本性问题

从课程目标视角——



课程有着很强的顺序性、统整性和连贯性，具有明确的认知进阶和难易梯度，支持个体从一

个层次进阶到另一个层次，个体正是在这一成长通道中实现素养的生成和提升。

从课程逻辑视角——

遵循知识内在逻辑规律              

遵循学生身心发展规律

遵循教育教学发生规律

“重点督查以抢夺优质生源为目的、

等牺牲学生健康发展的行为。”



第一次课程改革
• 1949年12月教育部召开第

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

• 1951年出版了第一套中小
学全国通用教材

1949 1965 1976 1980 19961953 1957

第二次课程改革

• 1956年出版了第二套中小
学全国通用教材。

第三次课程改革
• 1958年“教育大革命”，

大量缩短学制，精简课程，
增加劳动

• 出现了多种学制的改革试
验。

第四次课程改革

• 十年：生活、社会、革命
构成了全部的课程。

第五次课程改革
• 1978年1月教育部颁发《全

日制十年制中小学教学计
划试行（草案）》，开始
了课程领域内的拨乱反正。 

• 集中编写第五套全国通用
的十年制中小学教材。

1986

第六次课程改革
• 1981年颁发了《全日制六

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
（修订草案）》

• 1986年颁发了小学、初中
各科教学大纲

第七次课程改革

• 1985年5月中共中央颁发的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
的决定》和1986年4月全国人
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
务教育法》，拉开了第七次课
程改革的序幕。

第八次课程改革

• 2001年2月，国务院批准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试行）》，标志着我国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

持续深化……
• 2022年，教育部发布《义务教

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围绕进一步落实
“素质教育”育人要求持续推
动

2001

从课程改革视角——



          以国家课程为主体，奠定共同基础;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拓展补充，兼顾差异。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

时间

空间

人员

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学校课程 学什么 怎么学

学生

教师

无论是国家课程、地方课程、校本课程，
最终都将转化落地为学校课程。

专家理想设计

教育行政部门正式规定

教师理解领悟

教师课堂实施

学生经历体验



  从实践视角理解学校课程：

学校课程：是校园生活中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核心育人载体，

集中反映着一所学校的办学思想，也承载着一所学校的育人目标。



Part 03
什么是
谢家湾学校的
小梅花课程？



办学理念  六年影响一生

行为追求     天天快乐 健康飞翔

n小梅



不考虑每一个孩子的个体差异，或者不顾及部分
孩子的发展立场的教育方式，都是反教育性的思
想和实践。不符合教育伦理，也不符合立德树人
素质教育的国家教育方针。

我们认为，最好的学校，是尊重和接纳每一个孩子的基础、潜能、优势，为每一个孩子的纵
向发展提供竭尽所能的支持和关爱。每个孩子是不一样的，用同样的成长路径和方式去要求
不同的孩子，是不科学的。

n 国家课程落地转化形成小梅花课程的教育价值取向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把青少年培养成拥有“四个自信”的孩子。



2004-2007

小梅花课程是从研究怎么教走向研究怎么学转变的重要内容和阶段



国家课程落地转化形成孩子学习立场的小梅花课程

一切有积极影响的元素都是课程

• 517个专题活动

• 200多个社团活动

• 丰富学校生活

专题活动开发
517个

• 全国范围

• 所有版本

• 教材解析

全套学科丛书研发
400万字

• 研究三年

• 课标落地

• 校本化

国家课标具体落地
30万字

差异性、选择性、主体性

非教育性活动？反教育性活动？ • 教育观念

• 教育技术

• 教育方法

教学建议编写
240万字

小梅花
课程

内在动机：自主、胜任、关联

成就感、愉悦感、意义感

刘希娅 | 谢家湾学校小梅花课程：让每一个孩子按照自己的优势去发展

实证：哪些是教育性活动？



Ø 小学9:00上课，初中8:30上课

Ø 半日制课程模式；

Ø 全天没有上下课铃声、长短课相结合；

Ø 自主安排休息、喝水，上卫生间；

Ø 初中学生每天睡眠10小时，运动2小时

Ø 大量非正式学习空间，博物馆花园、体育花园、万象

花园，学生随时随地开展专题式、活动式学习；

Ø 开放阅览室，聊天室，书吧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地方；

Ø 校长每个月和初中学生聊学习生活；

Ø 情绪生活馆老师定时值班，随时随地解决问题

……

Ø 将统一的大课间调整为每个班级每年创编一套自编操；

Ø 孩子们喜欢运动，热爱学习，阳光自信；

Ø 全校实行自助午餐；

Ø 混龄式生活空间；

Ø 看新闻联播是每天的必修课



小梅花课程的建构与实施，就是从管控型到自主型的校园生活流程建构与实践

a.长短课结合：30分钟、50分钟、60分钟、120分钟

b.错时错峰排课：年级、班级、类别、师生选择差异排课

c.取消统一课间操：不仅会做国编操，每个班每一年都创编一套自

编操，进行全校交流。

d.科目学习时间缩短：60%在校时间完成国家要求的学科课程学习

e.取消统一上下课铃声，根据课程状态自主安排休息时段

f. 全开放可参与校园环境成为隐形课程，混龄式校园社区生活。

g.常态分科分层走班，孩子们早上九点钟上课，初中部八点半上课，

不用集中早自习，上课可以自由去上洗手间喝水……

突破学科中心

突破教师中心

突破教材中心 

回归孩子立场 

回归孩子天性

回归教育规律

减少管控，增加自主

改良孩子们校园生态



各级各类质量监测结果显示，谢家湾学校（原谢家湾小学）的学生学业成绩处于区域领先位置、



棒球小子郭冠辰签约自己的“职业人生” 在丰富的课程资源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和潜能，并得到个性化发展供给

孩子们在真实地参与课程过程，真实地喜欢
学习过程，真实地有收获体验……



老师们在持续的教育教学实践变革研究
中，实现专业提升蜕变，人生增值。

在十几年课程改革中，老师们不分节假日、

周末，忘我地投入到课程改革中，而现在，初中

部、小学部老师每周都互相听课、共同研课，保

障为孩子们提供的每一道题，每一份教学设计，

都经过精心论证。

仁 爱 奉 献，执 着 担 当
创 新 突 破，因 材 施 教

赋予教师课程改革主体地位，让广大教师成为课程的共建者、共享者，

从而形成课程改革的内在自觉和自主实践。

小梅花课程成为了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载体



学校“红梅花儿开 朵朵放光彩”素质教育育人模式

获全国教育领域首个“中国质量奖”

小梅花课程成为了学校实施素质教育的途径



国家课程落地转化形成孩子学习立场的小梅花课程

听党话 跟党走 做改良世界的中国人

国家课程高质量落地转化为小梅花课程

让每一个孩子按照自己的优势去发展

从未被判定，一直被激励



以小梅花课程
探索素质教育发展
路径与载体

              邀您同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