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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建设应守住底线逐步放权 

                           王凯 

日前，全国人大代表、谢家湾小学校长刘希娅呼吁通过课程整合，

减少学科门类，增强课程的实践性、选择性，加大学校课程改革的自

主权，给予学校更多自主设置课程的权力。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其核

心就是两点：一是进行课程整合，二是下放更多权力。应该说刘校长

替一批校长说出了心声。 

事实上，课程自主权水分让一些校长颇感困惑。《义务教育课程

设置实验方案》规定，地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和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

共占总课时的 16%-20%，乍一看比例不低，但是水分颇大。义务教育

阶段九年共计 9522 课时，除去国家学科课程之外，从课程性质上讲，

综合实践活动属于国家课程，约占 630 课时，班队会约占 312 课时，

地方课程约占 300 课时，真正留给学校完全自主的校本课程课时不足

300 课时，简言之，每周平均不到一节课。 

此外，学科本位导向容易导致学科割裂和课程分化，课程越分化，

学科越割裂，割裂后的学科被设定了不同的学科壁垒。但是，不管课

程有多少种，对课程价值的最终判定是内化在学生身上的实际发展。

课改之初国家即旗帜鲜明地提出，要关注完整的人，要关注学生认知、

情感、态度、价值观等多层面的协同发展，要关注学生的当前价值和

作为鲜活个体的唯一价值。但现实是割裂的学科体系与要求完整人的

培养目标之间已经形成了矛盾。人的完整性如何去呵护和引导，需要

学校课程来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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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育研究者，笔者特别能体谅刘校长的迫切心情。如果

把学校看作是一种教育服务机构，这一机构能够提供的核心产品就是

课程，课程的质量决定了学校的育人水准，所以课程身上背负着艰巨

的使命。但是，整合课程要有序科学，放权也要逐步适当。所谓有序

科学，是指要充分发挥课程的整体育人功能和价值，体现培养目标、

课程标准、教材、教学、评价的整体性、一致性和协调性，关注学生

生命的完整意义；所谓逐步适当，一是要更新底线思维。课程国家意

志的体现不仅仅是数数课时符不符合要求，而且是国家课程标准所提

出目标的逐一达成。确保目标的达成，才是真正有意义的底线思维。

二是要引导学校尝试以核心素养为纲，重新设计课程结构，实现校内

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的扁平化再构，给予学校更大的课程自主

空间，摆脱课程僵化的现状，焕发课程应有的活力和光彩。 

整合与放权应该是未来课程建设的两大核心主题，笔者希望通过

课程的调整引领教学时空的重新分配，引导学校思考存在的价值和育

人模式，重新组织课程要素，调整教学秩序；引导教师重新思考学科

的本质、跨学科的必要和多路径的选择，引导学生穿越学科壁垒，联

通直接知识与间接知识，关联知识与生活，彰显学习的实践性与创新

性。这才是学校课程建设的新常态。 

（作者系北京市教科院课程中心副主任、研究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