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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改研究 

 

基于要求导向的课程改革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院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朱传世 
 

 

    站在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角度看待课程改革，自然会产生多种不同的改革需求，深度观察课程

改革关系链会发现，不同导向的改革，其着力点也不一样。周刊将陆续编发 5篇文章，期待更多

教师深入理解课程改革导向，从而更好地实践改革。 

    课程改革是一场教育改革，改革必然由改革发起者来定义和操盘。我国课改的发起者是国家，

推动者是各级政府，参与者是所有教育利益相关者。国家作为操盘手，体现的是“基于要求导向

的课程改革”，改革的目的是明确的，方向在理论上是正确的，阶段性目标也是清晰的。 

    自上世纪末开始的课改，在党的十八大后步入“深综改”时期，改革的要求越来越明朗。从

范畴角度看，涉及国家、民族、政党、社会制度等多个层面；从事功角度看，涉及教育治理和教

育治理现代化。具体而言，主要涉及以下方面：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既是国家社会制度的刚性要求，更是教育的最高级获得。

它与西方的普世价值观并非二元对立关系，因为它是综合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国家、现代

社会、现代公民等要素而结晶的一个严谨的体系。自然，它应该落实在课程改革的入口、过程性

接口、出口等各个环节，特别是要把好课程教材里的意识形态这道关口，新成立的国家教材委员

会、国家教材局的工作性质就有这部分内容。 

    培育和发展学生的核心素养。核心素养的提出和提炼基于多种形势的研判：一是世界教育研

究的趋势与成果；二是国家、民族面临新的世界社会形态的应激性反应；三是引导人过有责任感

的生活、有品质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四是此次课改中有的地区和学校的改革走偏了，为特色而

特色，结果主次不分。在我国，核心素养是新提法，但它是课程改革的永恒中轴线，只是不同时

代赋予不同内涵而已。为此，我们要强调“两全”，即“核心要素的全面培育”“全体学生都具备”。

同时，强调“以核心素养为纲”，即融入学校教育哲学层面和课程体系中，贯穿“教育——课程

——教学——评价”这一长链条。 

    继承和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文化。这两类文化，前者是根底性的，后者是源头

性的。课程改革以三种方式实现：一是在国家学科课程中自然渗透；二是开发相关的地方课程和

校本课程，单独落实；三是通过实践类课程、德育活动、社团活动、游学活动等增强学生的体验

与感受。与此同时，要做到古为今用，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目标。 

    把握和导向以中高考改革为突破口的“深综改”。上千年的考试指挥棒不可能短时间取消，

但考试的内容、形式可以变，考试的功能可以调，考试的效果可以做新的预期。这次中高考改革

的基本路径是：从“釜底抽薪”到“釜底加薪”。所谓“釜底抽薪”，就是去除“学习+复习的浅

层次、低水平循环学习模式与课程内容”，改变“以牺牲学生休息时间、玩乐时间、游历时间为

代价的基础教育时间消费模式”和“以磨损学生兴趣、爱好、特长、理想、情感等动力系统为代

价的情意教育过程”。所谓“釜底加薪”，就是将“从知识到知识”的学习过程，通过课程内容和

形态的改革，引导为“从知识到知识关联、运用、创造”且具有“宽、活、实、趣”特征的深度

学习过程，丰富并合理分配学生学习的时空，不断培育和发展学生的动力系统和情意系统，并使

之与未来的职业、创业关联起来，从而对自己和国家负责。 

    此外，实现教育公平与均衡、设定和调整三级课程的比例、遵从课程标准、狠抓课改作风等

都是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需要我们做结构化设计和新问题预设，并从细处加以落实。比如，课



 

第 2页 共 2页 

程改革如何避免新的不公平和不均衡，三级课程一体化推进如何保持各学段必修和选修的比例，

课程标准校本化改造的空间在哪里，选择什么样的校本化表达路径，等等。说到底，基于要求导

向的课改是一种教育规约，是课改的规定动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