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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摘要

三级课程管理的实施充分发挥了地方和学校在课程管理过程中的自主性和创

造性，并且形成了地方和学校的特色，自 2001年基础改革施行以来已取得了显著

的成果，但依旧存在许多问题亟待解决。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不仅是确保校本课

程得以顺利实施的重要基础，同时也是充分尊重和满足学校师生独特性和差异性发

展的重要保障。然而，对我国农村地区校本课程的落实和管理情况进行分析可知，

校本课程管理没有引起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因而尚未形成较为良好的发展状态，一

直较为薄弱。

笔者在本文当中的研究，基本上可以划分为五大块，第一章是绪论，简要地介

绍和阐述了本研究选题的背景、国内国外专家学者的现有研究成果以及本研究的基

本思路和使用的研究方法；第二章是概念界定和基础理论，在文献研究法的基础上，

对本研究涉及的核心概念诸如校本课程及其管理进行概念上的定义，然后对本研究

涉及的基础理论知识进行必要的阐释，如课程管理理论；第三章是神池县农村小学

校本课程管理现状。该部分使用的主要研究方法是问卷调查；第四章是神池县农村

小学校本课程管理存在的问题。本章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

归纳、总结，包括以下几部分：校本课程开发、实施、教师管理、学生管理以及最

后评价一系列管理中发现的不足和问题；第五章是完善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的策

略建议。本章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提出了策略建议，包括以下几部分：校本课

程开发、实施、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评价各个阶段应当采取的措施和意见。

通过研究明确三点看法：（1）农村小学的校本课程开发首先要明确目的，完

善课程体系和结构，以促进学生个性成长和特长发挥，使农村小学校本课程质量得

以提升。（2）农村小学的校本课程管理要重视提升教师的管理兴趣，提高教师的

课程管理能力，强化他们参与校本课程资源编订利用的意识，提升课程资源的管理

水平，关注校本课程参与者的管理，使人员管理机制得以不断完善。（3）农村小

学的校本课程评价管理则要对评价内容、方法予以明确，构建和完善校本课程评价

体系，营造良好的学校氛围，使小学生兴趣激发出来，构建起完善的奖罚与激励机

制。

关键词：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校本课程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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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three-level curriculum management gives
full play to the autonomy and creativity of local and school in the course of
curriculum management and development,form local and school
characteristics.In the 17 years sinc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basic reform
in 2001,great results have been achieved.However,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is a weak link of
schools,and many problems need to be solved.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s not only the main basis to ensure the
smooth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but also an important
guarantee to fully respect and meet the unique and differentiated
development of school teachers and students.However,the problem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has always been a weak link in the
manage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which has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he author's research in this paper can basically be divided into five
major blocks. The first chapter is an introduction. The background of this
research topic, the existing research result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experts
and scholars, and the basic ideas and research methods used in this research
are briefly introduced and elaborated. The second chapter is the definition of
concept and basic theory. On the basis of the literature research method, it
defines the core concepts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such a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and its management, and then explains the basic theoretical
knowledge involved in this research., such as curriculum management
theory; The third chapter is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is course management
in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in Shenchi County. The main research method
used in this part is questionnaire survey; The fourth chapter is the problems
in the management of this course in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in Shenchi
County. This chapter summarizes and summarizes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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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urse management of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parts: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teacher
management, student management, and final evaluation of a series of
management shortcomings and problems found; The fifth chapter is to
improve the rural primary school curriculum management strategy
suggestions. This chapter puts forward some strategic suggestions for the
management of this course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parts: the measures and opinions to be taken in each stage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mplementation, teacher management, student
management and evaluation.

The study identified three points:(1) The develop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must first have a clear purpose, improve
the curriculum system and structure,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personality and specialty, so that the quality of this curriculum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can be improved. (2)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should pay attention to enhancing
teachers 'interest in management, improving teachers' ability in curriculum
management, strengthening their awareness of participating in the
compilation and use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resources, and improving
the management level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Pay attention to the
management of the participants in the school-based course, so that the
personnel management mechanism can be continuously improved. (3) The
evaluation managemen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rural primary schools
should clarify the evaluation content and methods, build and improv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evaluation system, create a good school
atmosphere, and stimulate the interest of primary school students. Construct
perfect reward and punishment and incentive mechanism.

Keywords: Rural primary school；School-based curriculum；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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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论

1.1研究背景

我国历来对农村基础教育比较重视，自从国家作出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之后，

我国农村地区的整体基础教育事业获得了非常明显的发展和进步。2003年国务院出

台了一个关于加强农村地区教育工作的决定，决定中明确指出，要始终清醒地认识

到农村地区的教育状况对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的重要意义，要把农村教育问题当作整

个教育工作的重点来抓，农村地区的教育是我们整个国家基础教育非常关键的组成

部分，可以说，农村地区的教育成果非常深刻的影响着我国基础教育的成效。最近

几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始终都在强调打破教育的区域壁垒，实现教育的均衡发展，

即城乡地区的区域协调发展。不断增强农村地区的整体办学质量是大势所趋，是时

代发展的必然选择。2013年教育部专门出台规定，规定中明文强调，要不断提高重

点高校招收农村学生的比例。该规定意义重大，给予了农村地区学生更多的希望，

使他们明白读书和学习的意义。该规定深刻地贯彻了区域公平的理念，使农村地区

的学生与城市地区的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方面的机会和权利更加平等。义务教育的

均衡发展对农村基础教育而言，既是一个崭新的发展机遇，也是一个全新的挑战。

农村人口基数大，农村基础教育是关注的重点。2018年 3月 15日政府工作报

告中明确指出，教育要兼顾公平和质量，要不断地推动和最终实现城乡地区义务教

育均衡化一体化发展，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应当有选择性地向较为困难的地区和

相对薄弱的环节进行倾斜，采取各种措施降低和控制农村地区学生的辍学率，加快

消除乡镇地区大班额的现象，逐渐减轻中小学生课外负担。少年是所有家庭的希望，

更是我们整个民族的未来。提升质量必然涉及到教育的细节，学校校本课程管理是

不可忽略的一个部分。

2001年我国开始推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在课程功能、内容、评价、管理、

学习方式等方方面面的展开，它始终致力于全面提升国民综合素质。此次课改经过

十余年的发展和完善，一系列全新的课程理念逐渐得到认可和接受，课改在纵向和

横向两方面均获得了不同程度的完善和发展。对第八次课改的历程进行分析可知，

经过多年的普及，全面发展这一课程目标已经被广为接受。以自主式、探究式、合

作式为主的新型方式方法越来越多地被应用于课堂教学中。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也在

逐步的良性有序健康发展中，课程评价方面的改革发展也较为顺利。

三级课程管理模式给学校带来了机遇与挑战，无论是学校还是地方都对课程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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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更多选择权和自主权，比如说能增加之前未出现的课程，还能在确定课程时充分

参考地方实际情况、现有资源和环境予以确定。校本课程也一定要充分参考学校自

身状况。上述种种其实都是对教育多元民主要求的一种反映，也意味着我们国家的

教育正在逐渐向现代化昂首迈进。新课改进行伊始，三级课程管理就在一系列的课

改政策当中脱颖而出，受到了学界的高度重视。大量的专家学者对其展开了深入的

研究，它是我国教育领域第一次就课程管理模式进行的创新改革，是一次重大的突

破和进步。

在我国基础教育中，农村义务教育发展一直较为迟缓，整体相对薄弱。新课改

中的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具体在农村落实的实际情况怎样，能否发挥预期的效果助力

农村基础教育的完善和发展，这些都要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众所周知，要想充分

提高教学的高效性，良好的课程管理是必要条件，要想有效增强教学质量，良好的

课程管理是前提和关键。所以对农村地区基础教育课改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进行充

分的分析和研究特别是课程管理就显得非常重要了。

国家、地方、校本“三级课程”管理的提出，其实质是一种权力的下放，给予了

学校一定的自由权和选择权，使他们能够自行选择和编制课程。为了将教育部门的

规定落到实处，而拟定符合实际的特征明显的校本课程，帮助学校的所有学生获得

机会平等的发展。神池县农村小学也在全体教职工的共同努力下，逐步创立了一定

特色的校本课程，经过不断的摸索、调整、优化，神池县小学校本课程取得了一定

的成绩。但是课改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都需要我们解决。因为唯有如此，

才能达成预期的改革目标。当然，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可能是因为改革刚刚出台，

在被具体应用的过程中水土不服，还有要进一步补充和完善的地方。笔者认为，我

们有必要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及时做好信息反馈、跟踪评价工作，在反馈中及时

地补充、修正、完善课改。对校本课程而言，它在前期的开发、中间的实施以及最

后的评价等各个阶段都存在相应的不足，诸如对校本课程的开发重视性程度低、教

师态度消极能力有限或兴趣不足、校本课程评价机制有待完善等。上述校本课程管

理问题的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甚至限制了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取得预期的实施效果。

久而久之，它还会影响农村地区小学特色办学理念的养成和巩固，还会对农村小学

教育的发展目标形成负面影响。所以，校本课程管理中凸显出来的一系列的问题和

不足应当引起社会各界和各个部门的高度重视。

对于几大文献资料库进行搜索后可知，我国学界围绕着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研

究数量较多，本世纪开始实行教育改革以来，关于校本课程开发的相关研究硕果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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累，发表的论文数量在逐年上涨，初具规模。但围绕着校本课程管理领域的有关研

究数量较少，相对薄弱，研究成果非常有限。笔者认为校本课程管理是确保整个课

程顺利实施的前提和关键，唯有对管理中凸显出来的不足和问题进行归纳、分析、

补充和完善，才能够确保校本课程的高效性有序性，才能够确保校本课程达到预期

的目的。概而言之，我国对农村小学校本管理课程管理的研究相对不足。

1.2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1.2.1研究目的

本研究的主要研究对象是神池县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如下：

笔者对该地区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在开发、实施、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评价一系列

过程中暴露出来的不足和问题进行一定程度的分析和阐释，立足于不足和问题提出

针对性、适用性强的意见和建议，希望能够为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提供一定的理

论和实务的支撑。

1.2.2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本文的研究以多项教育理论为基础而开展，也致力于能够使这些理论得到充实

和完备：其一，从课程管理理论入手，努力强化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能力，学校的

校本课程管理水平，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等，做好校本课程的评价工作，最终达到

学生学习主动性提高的目的。其二，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予以重视，不仅是对

整个校本课程开发和创新对补充，更是完善学校校本课程管理活动的基础。这一做

法希望能够从理论上支持农村小学未来的校本课程管理，也给其他有关教学改革作

出良好的示范作用。

2、实践意义

其一，以神池县农村小学校本课程为研究对象，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现状

与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全面了解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实施、教师管理、学生

管理和评价一系列情况，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加客观真实地掌握农村小学基本状况

并对其展开深入的分析和探讨，从而更好的解决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

教师管理、学生管理和评价方方面面存在的不足，进一步为此类课程管理的实务工

作者提供理论支撑和参考。其二，为了能够净化农村小学教育环境，提升农村小学

教育教学的质量，全面深化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改革，优化校本课程质量，我们应当

主动地深入地分析和探讨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及模式，借鉴和参考优秀的经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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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做法。其三，该研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农村小学全面深刻地掌握校本课程

的实质，唯有掌握实质才能够在客观上提升该课程的具体实施质量和效果效率，才

能够帮助课程设立者对课程在实施当中暴露出来的问题和不足进行精准判断分析，

及时调整修改完善。其四，该课程在农村小学的改革创新一般都立足于当地地方特

色，具有浓郁的人文历史背景，使得学生们能够更好的了解过去。

1.3文献综述

1.3.1国外研究现状

对于校本课程的发展予以考察可知，它最初起源于 1955年的美国。之后，英

国等一些西方国家也开始引入了校本课程的概念。在其他国家，校本课程运动属于

学校课程管理，具体指的是学校对校本课程进行的研发创新、落地实施和评价管理

等。它最为显著的特点就是编制课程这一权力出现了下放。国外学界对校本课程的

研究开始得非常早，前人的理论研究硕果累累，实务方面的研究也有非常重要的借

鉴和参考意义。

众所周知美国国家体制是分权制，其中校本课程管理也有类似的特点——分权

管理。此处的分权管理并不意味着政府完全地放开校本课程管理权，而是政府对具

体的管理标准作出了相对统一权威的界定。相关的管理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对地方具

体课程的管理进行了积极的指引和规范的限制。各个地方学校能够立足于该管理标

准，结合本校现实状况对校本课程进行针对性实用性更强的整合管理工作。美国管

理较为进步的地方在于其校本管理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将学校作为整个管理

的中心，充分尊重学生意愿，学生能够按照自身的兴趣来确定具体课程；除了尊重

学生外，还高度重视教师的意见，采取多种措施调动教师的主观能动性；广泛地听

取社会大众的意见，争取获得来自社会力量的支持。

英国在校本课程管理方面已经相对完善和成熟。早在 1960年左右该国就成立

了校本课程管理委员会。上到国家下到政府都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金钱开发校本

课程。该国校本课程的开发管理之所以一直走在世界前列，离不开政府的全面支持，

离不开各类资源的大力投入。除此之外，该国教育部门在定制具体的支持策略时也

充分参考各种典型案例，及时联系了实际。这种做法一方面显著的地提高了整体教

学质量，增大了教育资源的配置优化率和利用率，还解决了学生厌学这一老大难问

题。

加拿大同英美有着显著的不同。之所以存在显著不同，是因为该国无论是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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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还是政治经济体制都非常特殊，导致校本课程的编制权始终在该国的教育部

门，权力并没有出现下放，学校教师几乎无权影响甚至干涉校本课程的研发管理。

这种做法和观念严重地打击和伤害了教师工作的主观能动性，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为

教学质量难以提升的重要原因。

综上所述，英美两国在这方面经验相对丰富，无论是理论还是实务的研究均硕

果累累，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而加拿大在这方面则处于相对滞后的状态，属于警

示性和教育性极强的负面案例，值得我们深思和警醒。

1.3.2国内研究现状

从校本课程管理的内涵来看，学校课程管理在诞生的初期其实质上只是行政管

理行为，并不属于教育管理行为。依据本源性理论，课程管理活动发展的前提和基

础是管理活动，有什么样的管理活动，就有什么样的课程管理模式。要想确保小学

教育的高效性，就一定要立足科学管理理论在课程管理方面做到科学合理化规范有

序化在课程目标方面做到具体规范化。课程管理理论无论是在学术还是在实务方面

的基础都是科学管理理论。对课程管理展开研究一定离不开管理学的内容。可以说，

管理观不同，那么课程管理观也一定不同。金东海教授（2004）对学校课程管理进

行了详细的研究，主要研究对象是学校课程教学管理的含义和权责，主要研究内容

是学校在整个管理中的一系列内容和学校管理职责。他认为，具体课程的实施离不

开的环节是教学过程，所以学校一定要将教学质量作为着眼点和入手点，通过不断

强化教学管理以实现强化课程管理的目的。除此之外，包括校领导在内的所有教职

工都应当对具体教学效果负有一定责任。在建立和完善学校课程管理体制方面，他

也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要求。
①

从校本课程管理的研究方法和管理模式来看，郑金洲（2000）教授使用的研究

方法是对比研究法，对国内外的校本课程管理体制进行比较后查找我国当前存在的

不足。他认为，我们应当充分借鉴和参考美国在课程管理实务中好的经验和先进的

做法。在他的研究成果《教育碎思》中，他认为我国的中小学课程管理离发达国家

还有很大的距离，应当加快其国际化进程。他强调美国学校校本课程具体的管理权

确有下放，学校有决定权和选择权，但是，我国权力却没有下放，我们应当充分吸

取他国课程管理方面的精华，取长补短来完善自身在课程管理方面存在的缺陷，相

信一定能够提升课改效率，丰富课程内容，增强课程质量。
②

①金东海.论三级课程管理体制中的学校课程管理.西北师大学报,2004.
②郑金洲.走向“校本”:学校教育的发展取向.教育研究信息,2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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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课程管理模式来看，著名教育学家钟启泉（2002）以教育生态理念为切

入点，对美国“课程管理”向“课程经营或领导”的转型作出深入考察。在他看来，学

校的课程管理既是课程管理内容论，也是课程内容的规划、编制、落实和评价，整

个管理过程涉及到多种类型组织。
①
门秀萍（2003）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校本课程管

理体系和模式。他认为在开发此类课程之前，就应当充分考虑到所有具体实施后可

能发生的情况，考虑到可能影响实施的因素，以尽可能提高校本课程的兼容性和完

善性。只有确保了校本课程管理这一基石的牢固性，才能确保后期课程实施的高质

性和高效性。实施课程坚决不能随意，前期必须要经过充足准备工作：调查研究、

分析、总结。除此之外在确定校本课程后，在实施过程中也要不断遵循实施——查

找不足——修改完善这一顺序。他认为，课程管理主要步骤如下：首先立足教学目

标，充分展开充分的调查研究，其次开发课程，再次订立配套的制度措施，然后实

施课程，最后跟踪评价。在具体课程的实施过程中，管理工作显得尤为重要。其囊

括了校本课程从开发到最终评价的全部过程。而过程管理也是校本课程质量提升最

为有效的举措，其也成为课程管理中难度最大，复杂程度最高的活动。
②
郭志辉

（2006）归纳了四种不同的课程管理模式：复制导向、考试导向、目标导向和发展

导向课程管理模式。
③
杨中枢，郑学燕（2006）提出：在学校课程管理中有两种不

同取向，即科层模式和专业模式。前者从很大程度上限制了教师在课程管理中起到

的作用，管理过程十分僵化和教条化，难以实现教师间的友好协作。后者则提倡以

扁平化来处理改造课程管理结构，以柔性管理的方式，凸显对学生全面发展的关注，

对教师专业主动权的维护等。虽然教师专业素质、能力与学校科层结构的矛盾冲突

难以调和，影响了学校课程管理的推进，但我国中小学课程管理的中仍以专业模式

为主。
④

从学校课程管理体系来看，李慧君主张课程管理囊括了课程有关的全部体系的

管理，涉及运行过程的环境、规划、实施、资源和评价的管理，特别是管理实施因

素，在落实管理时及时改正问题，以教学目标的完成作为服务的基本目标。
⑤
唐德

海认为课程管理既有外部管理，也有具体的管理，管理体系需要具体细化表述，涉

①钟启泉.从“课程管理”到“课程领导”.全球教育展望,2002,12,24-28.
②门秀萍.中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论与实践.杭州,开明出版社,2003.
③郭志辉.课程管理研究综述.教育实践与研究,2006,1,18-21.
④杨中枢,郑学燕.论学校课程管理的科层模式与专业模式.西北师范大学学报,2006,11,35-38.
⑤李慧君.我国课程管理的主要问题及改革建议.课程﹒教材﹒教法,19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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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内容和目标等多项内容。
①
范国睿（2003）在自己的论著中以单独的章节对课程

管理体系做了系统性的阐述和介绍。
②
著名课程研究学者钟启泉（2003）也在著作

中针对课程管理的主体、内容及体系做了详细的介绍，并为学校级别的课程管理，

也就是校本的课程管理做了专门性的阐释。
③
著名课程研究专家张相学（2007）主

张学校管理的内容观应当包括课程管理的对象和范畴。前者主要阐释和理解学校课

程管理体系中要管怎样的问题；后者则要明确学校课程管理体系中管哪些问题。
④

从学校课程管理来看，王禅，王本陆（2012）提出：三级课程管理体制赋予了

学校课程管理权力，课程管理已经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工作。学校对课程进行管理，

需要有专门的组织，并履行相应的职责。以学校课程管理的组织建设为着眼点，通

过对学校课程体系进行文本分析，掌握初中学校课程管理状况，分析学校在课程管

理方面的优缺点，及客观原因导致的不足，讨论缘由提出对策，确保初中课程合理

化管理。
⑤
常洪勋（2015）从校本课程实施面临的问题视角出发，分析了学校校本

课程管理现状，探寻校本课程的先进经验和探索出校本课程出路，并对问题的出现

进行了归因分析，阐述了影响校本课程的因素，得出了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的范围和

策略。
⑥
郑晶晶，王争录（2015）通过问卷调查的方法，发现研究过程中教师在学

校课程观念和课程目标上得分较低，说明课程观念落后，对课程目标理解不够，与

新课程理念相比较，存在一定的差距，同时也发现教师在课程管理中存在专断式管

理方式，管理风格与课程观念存在关系，也是影响课堂管理方式的主要因素。
⑦

概而言之，对校本课程管理的研究国外起步较早，相关的理论发展已相当成熟，

但在具体的实证案例方面还略显不足。国内的研究绝大多数只是围绕着课程的各个

阶段展开的鲜少涉及校本课程管理。管理工作对校本课程而言又至关重要，因为它

是课程能否落到实处发挥预期成效的坚实基础和保障。管理涉及多个方面内容且缺

一不可，所以唯有持续对管理中出现的问题以及问题的成因进行分析研究，才能够

不断地修正、丰富、完善具体的管理行为，进而切实提高课程综合质量。校本课程

生存发展的空间是学校，包括领导在内的全体教职工同校本课程从组织实施到跟踪

评价再到监督管理等方面息息相关。这就要求学校内部从上到下在主观上高度重视

①唐德海.大学课程管理引论.现代大学教育,2001,4.
②范国睿.学校管理的理论与实务.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154.
③钟启泉.现代课程论.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398.
④张相学.学校课程管理内容观的反思与变革.教育理论与实践,2007,22,8-10.
⑤王禅,王本陆.基于学校课程体系文本分析的学校课程管理组织建设现状研究.当代教育科学,2012,4,18-24.
⑥常洪勋.初中阶段校本课程“1+1”模式的管理问题研究.山东师范大学,2015,3,19-26.
⑦郑晶晶,王争录.初中教师课程观与其课堂管理方式的关系研究.教学与管理,2015,6,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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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本课程，在客观上不断修炼完善自我，提升综合素质。唯有如此，才能确保校本

课程顺利落地发挥成效。所以要想使校本课程自身不断完善且获得长远发展，那么

一定要加强对校本课程的探索和研究。笔者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从多个角度

对课程的各个阶段中存在的问题展开深入的论述。

1.4研究方法和思路

1.4.1研究对象

本研究选取神池县农村六所小学的校本课程为研究对象，针对当地农村小学的

教师做了较为完整的问卷调查，并对校领导、任课教师以及部分学生专门做了访谈。

1.4.2研究方法

1.4.2.1文献研究法

对涉及本研究主体的一系列文献进行收集、分析、整理，掌握国内外专家学者

的主要研究成果为本研究打下理论基础。翻阅一定数量的文献也有助于后期调查问

卷的设计和访谈提纲的拟定，对后期解决实际问题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1.4.2.2调查研究法

采用问卷调查法和访谈调查法了解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现状，问卷内容有关农

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现状以及问题。以 6所小学 120位教师为调查对象，共发放 120

份调查问卷，收回问卷 120份，有效问卷 120份，问卷回收率为 100%，有效问卷

率为 100%。

1.4.3研究思路

本文以三级课程管理模式的应用和推广为契机，深入考察农村小学的校本课程

管理状况。从校本课程的有关概念和理论基础入手，阐述了神池县农村小学校本课

程管理中存在的问题，并就这些存在问题从四个方面深入剖析成因，这四个方面分

别是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管理中的问题，实施中的问题，教师和学生管理中的问

题，评价管理中的问题，进而给予强化校本课程管理的策略和建议。

为了更好地说明和阐释问题，本文主要借助问卷调查法展开调研。向各位工作

在农村一线的小学教师发放调查问卷，并参考他们的回答来归纳总结和分析问题，

得出结论。同时，还积极配合访谈调研，进行了实地的采访，从校长，教师到学生，

针对一些校本课程管理中存在的主客观问题做了更为细致的询问和了解，补充说明

了部分问题，也给予了更充分的论证，以便于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管理得到更为充

分的研究和论述。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问题研究——以神池县小学为例

9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2.1核心概念的界定

2.1.1校本课程

校本课程主要是指学校的教师主体在对本校学生的具体情况和内在需求进行

评估的基础上，对校内外资源进行有效利用，根据自身特点满足学生需要促进学生

发展而开发的多样性的、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校本课程的核心以学校为主体，用

学校做基地，在充分尊重教师与学生的个性发展以及差异性基础上，根据教育目标

对课程进行修订，对地方课程与国家课程中难以满足学生需求的部分的部门进行充

实，以实现学生的更好发展。

本文中的校本课程指的是学校自身组织开发的课程。

2.1.2校本课程管理

根据管理学研究者的解释，管理的涵义可以理解为，组织中的管理者通过对资

源的有效利用，从而实现组织目标的控制活动。我国学者吴刚平(2000年)认为，学

校是校本课程管理的主体，承担着对课程进行开发、实施与评价等管理行为的职责。

本文研究认为，校本课程管理的主要内容包括课程开发、课程实施、教师管理、学

生管理和课程评价等几个方面的内容。

校本课程开发的基本涵义就是基于学校进行的课程开发，即学校是校本课程开

发的主体，那么自然也就应该成为校本课程开发管理的主体。在进行校本课程开发

中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内容，那就是管理的核心是对人的管理，也就是说管理的对象

是开发人员。学校是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的基础以及主阵地，这就要求学校的领导

以及教师不断提升校本课程开发意识，改变传统的思想，为校本课程的开发决策提

供有力支持。

校本课程实施中的管理：校本课程在实施中最主要的环节无疑就是教学，在教

学过程中，教师可以运用多种教学方式，教授校本课程，与一般的教学科目不同的

形式，增强教学效果，但不能完全脱离校本课程的真正目标，与此同时学校的课程

管理人员可以通过各种有效的管理手段应及时发现教学与教研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并给予教师正确的指正，从实施过程为重点不断弥补和完善其管理。
①

教师管理：针对教师的教学行为、活动等予以管理，定期开展教学技能和素养

的培训。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任务等，组织正常教学活动的开展，并在课程结束

①蒋纯焦,陈琪.试析我国中小学课程管理的问题与对策.当代教育论坛,2003 ,4.



第二章 概念界定和理论基础

10

时做好学生的考核工作。最为重要的是教师要做好校本课程的相关工作，不仅包括

开发新课程，还要做教案等等。

学生管理：学生针对自身的实际学习情况，向教师提出校本课程开发的有关意

见，作为教师校本课程开发的意见参考。同时，教师在开展校本课程授课活动中，

学生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针对教师存在的不足进行反馈，使

教师更好地补充并改进。在确定校本课程后，学校对学生的学习要强化管理，考察

成绩，为今后的校本课程管理提供依据。

校本课程评价管理：根据评价对象的不同分为对学习校本课程的学生的管理、

教校本课程的教师管理、校本课程本身的评价管理三个部分：首先，校本课程学生

效果评价，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与个性制定评价标准。其次，教师授课方式及效果

的评价管理，主要对教师的教学态度、能力以及本身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最终

教学成果等进行分析。最后，课程本身的评价管理，主要是对课程的效用、实施过

程以及目标的实现程度进行评价。
①

2.2研究的理论基础

2.2.1系统管理理论

系统管理理论的核心是在组织管理中应用系统的管理方式和研究方法，综合各

方面的优势，建立一套完整的，系统的模式，寻求原则与模式的普遍性。通过对组

织结构与管理职能的分析，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该理论的优势在于通过系统的思

想来分析组织的管理行为以及存在的问题，通过全面的思考代替原有的片面性观

点，打破封闭性研究的限制，通过开放式的观点进行研究。该理论不仅关注组织的

内部协调，而且也注重与外部的联系，将内外部组织因素看做一个有机的整体和动

态的过程，另外该理论还关注人才的管理。这种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是现代管理思想

的发展，具有整合的意义。应当包括如下要求：首先，学校主要领导以及相关的管

理主体，应当具备必要的专业管理知识和技能。其次，要具有一定的管理经验和实

施能力。第三，任何管理者都与权力有关，而这个权力也正是管理主体特殊性的表

现。最后，管理主体还应具备一定的个人威信，管理者个人的信誉和威望也是管理

者特殊性的另一个体现。

2.2.2课程管理理论

课程管理理论可以理解为以课程为基础，对其落实推进过程中涉及的多个环节

①韩敬波,马云鹏.影响基础教育课程管理体制的因素分析.课程·教材·教法,20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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予以妥善安排，进而由课程论与管理学交叉成为新的学科理论。
①
其和基础学科的

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等都构建了密切对关联。本文借助华勒斯（Wallace，1989）

的言论阐述了该问题，提出传统学校的课程管理包括五方面的内容：学生学习、同

僚管理、课堂教学、外在影响和寻找政策等。从具体实践来看，其一，学校要开展

课程管理需要以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有关的政策法规为前提，对各机构间的诉求尽

力协调，从外部强化管理。其二，学校为保障校本课程的实施，制定其目标，赋予

特定的课程管理者以一定的管理职责，引导和协调全校教职员工的教学行为。其三，

制定全校性的同僚管理策略，围绕课程的中心地位，使每位教师、学生都能明确教

学和学习目标，进而使校本课程发挥实质性作用。其四，从教师的课程教学看，到

注意与其他教师的互动和学习，分享教学经验。其五，课程落实要关注学习过程，

对其评价并不能单纯以结果为结果，将学生的学习反馈也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参

考。

校本课程的管理主要是对课程的开发、实施以及评价进行管理，而与之相关的

教师就是管理的主体。学习课程的学生就成为了校本课程管理的客体。因此校本课

程管理是一个主观性和客观性统一的整体，要求我们在管理中根据管理主体的实际

情况随时进行各方面的调整，例如要结合学生的个性发展状况，教师管理水平的提

升以及学校的教育目的以及办学特色等进行修正。如果不能理清主体与客体的关

系，那就无法做到谁来管理，管理什么，更谈不上为什么要管以及怎么管的问题。

①张相学.课程管理概念的多维分析与建构.江西教育科研,2007,5,106-109.



第三章 神池县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问题研究

12

第三章 神池县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现状

3.1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情况

表 3.1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情况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意见 教师评价情况 N=120 调查结果所占比例（%）

了解校本课程

的内涵与意义

是 65 54.2

否 55 45.8

教师参与校本

课程的开发

是 51 42.5

否 69 57.5

教师能否胜任

校本课程开发

是 60 50

否 60 50

校本课程开发

方式

A、自主创新 97 80.8

B、改编 77 64.2

C、借用 89 74.2

校本课程开发

结果自我评价

A、优秀 12 10

B、良好 36 30

C、一般 72 60

校本课程的资

源来源

A、教材 68 56.7

B、学校周边 54 45

C、学生需求 98 81.6

D、教师特长 67 55.8

通过调查发现：在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有 54.2%的教师了解校本课

程内涵与意义，说明大部分教师能够从思想上关注校本课程开发活动；42.5%的教

师参与了校本课程的开发，这一比例偏低，可以看出并非所有教师都具备课程开发

的水平，另一层面来看，目前农村小学教师的教学任务比较重，教师精力不足，50%

的教师觉得可以胜任，另外 50%认为不能胜任，这可以看出，在校本课程开发问题

上，教师实际水平有待于进一步提升；校本课程的开发方式主要为自主创新，这一

比例高达 80.8%，虽然一半教师认为自己不能胜任课程开发工作，但在实际的课程

开发活动中，仍积极参考新材料，采取自主创新的方式，改编和借用的比例也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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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是多种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从校本课程开发的自我

评价来看，60%的教师选择了一般，说明教师本身缺乏自信心，且实际上课时学生

的反应也比较平淡。从校本课程的资源来看，以学生需求为最高，为 81.6%，其他

诸如教材和教师特长也较高，而在实际结果中，教师自我感觉仍不太良好，说明多

数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时初衷是好的，但实际结果出现了偏差。

受学识和认知的影响，校长不能很好地指导校本课程的开发，无法实现与校本

课程开发实际的有效结合，尽管校长在决策方面能力显著，也难以做到对校本课程

开发能力的快速提升，导致校本课程开发面临诸多困难。此外，校本课程的开发也

受到教师自身能力的制约，受农村教师自身素质的影响，大部分农村教师缺乏课程

开发的相应能力，且对校本课程开发的认识也各有不同。部分教师授课方式比较传

统，很难激发其学生学习校本课程的兴趣，使得校本课程教学无法收到良好的教学

效果。只有真正激发起学生的学习兴趣，才能使其更专注于课程的学习。

校本课程的资源选择上，比较遵循课本内容，和课本内容相似度较高，所以难

以引起学生的兴趣；还有，校本课程本身并不直接影响学生的升学和毕业，没有被

学校和教师广泛重视起来，教师在教学和升学压力下，难以有更多时间和精力去对

校本课程进行研究和开发。教师本身的课程开发能力参差不齐，也导致校本课资源

开发的问题。教师上课内容和教学资源准备随意性大，也影响到教学质量，仅仅追

求课程的开展与完成，而忽视了学生的个性需求与发展。

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信息技术革命就在眼前，部分教师对于信息技术的掌握和

应用能力显然不够。国家教育部在此也加大了教师的培训力度，比如“国培计划”、

近几年国家推出网络“一师一优课”比赛。通过一系列网络赛课活动，老师们的信息

技术能力的确有一定程度的提升，但对于今天我们所要求的课程改革的方向还是有

很大的差距的。教师的信息技术能力能否对应专业的课程开发需要，特别是在教育

资源多样化、网络资源爆炸的今天，更显得尤为重要。

3.2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实施情况

表 3.2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实施情况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意见 教师评价情况 N=120 调查结果所占比例（%）

教师了解相关校本

课程的制度

是 105 87.5

否 15 12.5

教师认同相关校本 是 89 7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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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制度目标 否 31 25.8

校本课程是否按时

开课

是 110 91.6

否 10 8.4

学校具体组织了哪

些专享活动

A、讲座培训 0 0

B、教学计划、备课 100 83.3

C、听评课 50 41.6

D、研讨交流 45 37.5

E、教学反馈 37 30.8

F、教学反思 28 23.3

学校对校本课程的

开发和建设有连续

的专项资金和物资

的投入

是 50 41.6

否 70 58.4

由调查情况可以看出，87.5%的教师了解制度的相关内容；74.4%的教师认同学

校制定了校本课程目标。教师在听评课、教师研讨交流、教学反馈、教学反思的参

与度分别为 41.6%、37.5%、30.8%、23.3%，情况不容乐观。

由调查结果暴露出的问题是：学校看似把校本课程写进了课程表，也制定了校

本课程的制度，但是有 12.5%的教师对制度内容并不清楚，25.8%的老师也不了解

校本课程目标，校本课程没有 100%的按时开课，而且还无法对校本课程的质量做

出保证。通过访谈老师，我们清楚校本课程的老师还兼任学校其他课程，现有校本

课程师资力量不足。

虽然学校开设了特色的校本课程，并且有相对应的校本课程管理制度，但是课

程管理得实施过程比较随意，有时只是为了应付各级单位的检查。虽然已经开始重

视校本课程的实施但这一教育理念还没有真正纳入学校、教师的视野，还没有真正

被教师所接纳。

学校管理层在具体课程开发的管理上也问题凸显。具体表现在:课程研修管理细

节不到位，不重视讲座培训，轻视教学计划和备课，对教师的课程培训和实践环节

参与度很低，只做纸面功夫，没有校本课程的理念纳入到实践行动中来；对教师的

课程授课情况反馈不及时，和教师缺乏教学研讨交流，没有对教师形成良好的促进

作用。教师也听之任之，缺乏沟通和认真研习、实践、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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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校本课的专项资金和物资投入不连续。通过访谈几位校本课授课教师得

知，学校基本上是只要有上级来检查、评估校本课，学校立即专款建设，待检查结

束，基本上课程原本需求的资金和物资也没有了，有的时候授课教师也很无奈。

3.3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情况

表 3.3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意见 教师评价情况 N=120
调查结果所占比例

（%）

教师对校本课

程实施是否有

主导权

是 100 83.3

否 20 16.7

教师是否有课

程开发的任务

性指标

是 88 73.3

否 32 26.7

学生能否自主

选择校本课程

是 0 0

否 120 100

通过实地问卷调查，对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两方面具体内容进行了解，可以看

出在农村小学中，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的任务性指标问题比较突出，占比为 73.3%，

这说明尽管农村小学教师有着较大的教学压力，也要面临校本课程开发的重任，任

务性指标的下达扼杀了农村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情，进而成为工作的必要组成

部分。再从学生自主选择校本课程来看，校本课程科目单一不能满足学生的选择。

3.4农村小学校本课程评价情况

表 3.4农村小学校本课程评价情况调查表

调查内容 评价意见 教师评价情况 N=120 调查结果所占比例（%）

学校有对校本课

程的评价方案

是 120 100

否 0 0

教师是否认同学

校的评价结果

是 86 71.7

否 34 2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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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对校本课程

做了哪些方面的

评价

A、制定了考核方案 120 100

B、有完善的评价机制 120 100

C、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 20 16.7

D、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20 16.7

学校在校本课程

对学生学业成绩

评价采取的方式

A、观察 120 100

B、学生互评 0 0

C、成果汇报 0 0

D、举办小组展示 0 0

通过调查，从学校对校本课程的多项评价方面来看，也能反映出一些问题：农

村小学在校本课程管理中采用了课程评价管理，但还是暴露出一些问题。首先，有

71.7%的教师并不认同校本课程的评价结果，这就说明现有的评价标准有待改进。

其次，学校对校本课程的评价来看，考核方案和评价机制都很完善，但在重视教师

专业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方面的比例都仅有 16.7%，这说明这些考核方案和评价机

制以假大空为主，为应付上级检查，并没有将校本课程开发落实到实处。最后，对

学生学业成绩也仅仅是观察。农村小学对校本课程的重视程度不够，也使得校本课

程的管理没有力度和有效地实施。应试教育的背景下，学校还是更重视国家课程的

学科素养的课程改革需求，老师们也把主要的精力和力量都用到升学科目的课堂教

学研究和实践上，家长更是对学生的升学科目成绩极为重视，陈旧的教育思想还是

根深蒂固的。所以只有国家在现有教育政策上积极推进，积极重视人才素质培养，

学校才能转变课程管理的陈旧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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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的问题归纳

4.1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开发管理中的问题

4.1.1教师课程开发能力欠缺，教学任务繁重

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缺乏一定的能力与主观自觉性。受传统教学观念的

影响，教师并未充分正视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性，仅仅将其作为教学工作的补充内

容，始终将教学重点放在主课教学上，对校本课程缺乏足够的开发动力。同时，由

于培训体系的缺乏，大部分校本课程授课教师并未接受过正式的理论与技能培训，

缺乏必要的理论知识和授课技巧，使得其在教学设计过程中无章可循。从前一章节

的调查得出数据，有 42.5%的教师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但实际却有高达 50%的教

师无法胜任校本课程开发的工作。

教师教学任务繁重，严重挤占校本课程开发的时间和精力。由于农村教师面临

着繁重的教学任务，单纯涉及升学任务的主课就使其疲于应付，还有会议、听课评

课，业务培训，网上继续教育，业务考试等一些日常事务，使教师的工作负担很重。

农村教师普遍反映没有时间。教师的校本开发意识直接关系到学生的学习效率及成

长。只有教师端正对校本课程的认识和态度，积极投入到课程开发中去，才能不断

促进校本课程教学工作的实施和管理。有 54.2%的教师了解校本课程的内涵与意义，

但在教师的校本开发方式上，改编占比 64.2%，借用占比 74.2%，这些数据可以看

出，农村学校中很多教师在校本课程开发方面有心无力。

从对教师进行的个人访谈中也反映了部分问题，在对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学能手

采访时，他坦言自己除了正常的五年级数学课外，还要每周给三年级的学生主持科

技课外活动，且因为四年级一位女教师产假导致学校师资紧张，他还要和另外一位

数学老师轮流代课，主客观因素使得他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压力较大。为节约时

间，他开发校本课程基本以教学大纲为主，加之自己多年教学经验的积累，内容还

是比较丰富的，但可能因为自己年纪缘故，实际的效果并不太好，学生课堂热情比

较一般。

4.1.2学校管理水平低效，缺乏校本课程开发的动力

随着大量生源的转移，农村小学之间面临着激烈的竞争，为不断提高自身竞争

力，学校也开始对教师设置硬性考核指标，以外部组织目标为准对教师工作质量进

行考核评价，关注教师个人内在需求发展的少，而学校大部分教学资源被主课所占

用，用于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少之又少，校本课程开发缺乏专门性和专业性。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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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调查结果显示，在校本课程开发的资源中，教材占比 56.7%，学校周边为 45%，

学生需求为 81.6%，教师特长为 55.8%，说明校本课程开发围绕学生需求而展开，

重点依赖于课本，这几乎和课堂教学相重复，很难取得真正具有实效的校本课程。

同时，在对学校的评估工作中，并未将校本课程开发及教学作为一项考核的重要内

容，无法引起学校对校本课程开发的高度重视。很多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前景并

不乐观，不知道能走多远。另外，学校尚未制定专门的校本课程开发与管理制度由

指定部门专门负责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管理。这就使得学校在对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

的过程中面临诸多管理问题，严重影响到校本课程管理水平的全面提升。学校在为

教师组织活动上形式普通以教学计划、备课（83.3%）；听评课（41.6%）为主，而

诸如研讨交流（37.5%）；教学反馈（30.8%）；教学反思（23.3%）都比较少，更

不消说讲座培训这一形式为 0%。而且，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和建设对资金、物资

投入上，超过 58.4%的学校无法保持连续性。可见，农村小学对校本课程管理的力

度十分有限，思想上缺乏关注，行动上着重于提升教师能力方面不作为表现十分显

著。

在对神池县某农村学校的副校长采访时，他表示在自己日常学校管理之外，兼

任校本课程开发的主持工作，从提出校本课程管理，学校已经在该方面做了两年多

相关工作。事实上，他作为主管校本课程的领导，和不少教师私下沟通，会议上重

点强调，但实际上，整个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工作进展并不顺利。一方面，师资紧

张，极少教师有多余精力来开发校本课程，另一方面，地处农村，多数教师的水平

有限，开发的校本课程质量一般，很难获得学生认可，还浪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但

通过校本课程开发，部分教师也有一定收获，对自己专业领域有了新的认知，从教

学方法上改进，进而提高了课堂授课效率。

4.1.3已经开设的校本课程忽视了学生需求而与现实需要脱节

由于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更多地从地方特色如神池风情及教师自身专长出

发进行考虑和编排，而忽视了对学生需求与兴趣的充分考虑，使得已开发的课程与

学生的个性需求不符。没有真正的从学生的角度出发考虑他们的需要，而且只是拿

初步的课外资料充当教程，没有统一正规的教材。教师校本课程意识淡薄，未能与

学生的行为反映进行充分结合以对教学内容及教学方式进行调整。还有的教师忽视

了学生个性的多样化特征，面对所有学生都采用单一化方式进行教学，导致学生无

法对课堂教学产生兴趣。

前文调研问卷的数据显示，高达 81.6%围绕学生需求的比例说明是校本课程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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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的资源来源，但在评价方面，学校对校本课程评价，以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占比

为例，只有 16.7%。也就是说虽然学校开设校本课程的初衷围绕学生需求而展开，

但在现实中，真正做到了重视学生个性发展的校本课程比例却很低。

在采访五年级的一位成绩不错的女生时，她说自己在三年级时学校就开始推广

校本课程，本来自己很感兴趣，毕竟在农村除了几门固定的课程，很难有机会接触

新事物，所以她和不少同学都很期待。但实际开课后，就觉得和其他课堂没什么区

别，内容基本没有新意，只是形式上更为灵活一些，所以很多同学都表示比较失望。

但经过校本课程的开展，自己能够主动复习有关学习内容，有时也会主动预习一下，

学习主动性有一定提高。还有一位成绩中等的男生，他开始就对校本课程没抱太大

兴趣，实际上课也是心不在焉，感觉老师讲的内容大多数都会，虽然形式变了下，

但本质都差不多。

4.1.4教育行政部门对校本课程管理缺少指导和监督

教学课程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离不开教育行政部门的牵头和指导，农村小学

校本课程的开发也离不开各级教育主管部门的指导和监督。当前，各级教育主管部

门尚未就校本课程开发与管理建立起有效的监督与管理机制，无法真正有效指导和

监督校本课程的开发管理工作，由此而导致的管理漏洞使得学校及教师无法真正将

教学重心和精力放到校本课程的开发之上。根据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有各级教育主

管部门对教师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几乎无一例外都不涉及校本课程开发的内容。在

走访过程中我们也了解到，大部分小学至今仍未指定专门的部门对校本课程开发和

实施进行管理，甚至没有设置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此项工作。另外，校本课程授课

教师也因未接受专门培训而无法有效开展教学工作。而教师培训工作的缺乏也使得

校本课程授课教师无法真正掌握校本课程的实质和精髓，以至于在课程设计过程中

存在诸多困惑，无法更好地指导教学工作的开展。且在走访中了解到，大多数学校

校长并不重视校本课程教学质量的高低，而仅仅关注在形式上是否开展了这项工

作。学生学习效率的高低直接受到教师教学认知及教学态度的影响，只有教师端正

对校本课程的认识和态度，积极投入到课程开发中去，才能不断促进校本课程教学

工作的实施和管理。

从前文的调查数据显示，学校对课本课程开设能达到 91.6%的按时概率进行的

计算。可见，作为教育行政部门对教师的行为予以严加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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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实施管理中的问题

根据前文的问卷调查结果去归纳，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实施管理存在的问题归

纳整理：

4.2.1教师校本课程资源意识缺失、资源利用不足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存在问题是教师对课程资源利用度不够。校

本课程资源十分受限制，经过调查得出，导致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资源利

用不充分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教师受传统教学思维的禁锢，在校本课程教

学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方面缺乏主动性和创新性；二是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使得教师

的关注重点始终集中在应试教学资源的收集和运用上，而对于非应试资源则体现出

漠然的态度；三是现有课程资源研究不足、观念落后，教师的主体地位得不到充分

发挥，缺乏教学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影响其对课程资源的充分利用。校本课程资源

的利用需要大量的经费，现阶段我国的学校还没有设立关于校本课程开发计划的资

金预算和管理要求。合理使用校本课程的投入资金，不断提高课程资金的投入效率，

搭建农村教学课程资金保障体系，是当前我国农村小学对校本课程进行持续开发的

关键所在。

前文调查分析，校本课程资源来源方面，教材占比 56.7%，学校周边 45%，教

师特长 55.6%，对于校本课程资源而言，这些都是与其内部资源方面，就是说校本

课程极少借鉴外部资源，这样没有引入外部资源，很容易导致故步自封，校本设置

内容跟不上时代发展，也无法为学生的进步提供助力。

一位英语老师反映说，自己在开展校本课程管理时，在开发过程中，首先想到

的还是教材，也会加入部分自己的经验积累，偶尔也会和其他学校的同行交流下经

验，但很难去利用新的材料素材，即便明知道新的材料更能引起学生兴趣，可能潜

意识里新材料的利用仍不多。

4.2.2教师对课程的实施兴趣不足、能力不够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能否得到有效实施，其关键在于教师的兴趣和能力。也就是

说，教师对校本课程讲授的能力以及教师自身对校本课程的爱好程度直接关系着校

本课程的实施成果。根据对农村小学的调查结果显示，教师没兴趣教或教学能力不

足等问题仍是关系农村小学校本课程实施的重要因素。调查问卷显示有 74.4%的教

师认同校本课程管理的目标，却有高达 50%的教师无法胜任校本课程开发的工作。

而造成这一局面的主要原因就是教师自身对校本课程缺乏兴趣，再就是自身能力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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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

一是就校本课程的教学设计及课程讲授能力而言，校本课程主要是地方特色课

和文艺课类的，且在授课安排过程中多以主课教师兼任为主，这就容易导致主课教

师因未能充分认知和了解特色课程指标及内容而在授课过程中表现为兴趣不高、能

力不足、知识缺乏等诸多问题；二是就教师的教学态度及观念而言，在校本课程实

施过程中，未能做到对教学计划的合理设计和编排，尚未从自身角度出发做校本课

程进行科学准确地评价，教学设计缺乏科学性和系统性。同时，受教师自身对校本

课程认同度不高的影响，大部分教师不愿意将精力投入到校本课程的研究和实施中

去；三是校本课程代课教师为本校教师，其教师还教授其他科目，没有太多时间深

入关注校本课程。

此外，受升学率问题影响，学校本身也存在着重主课轻校本课程的现象。由此

可以看出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教学管理状态混乱，由此而严重影响到校本课程的良性

发展。另外，校本课程授课教师缺乏有效的培训和监督管理也是导致校本课程发展

受阻的一个主要原因。目前尚无关于校本课程教学目标及效果的相关规定。大多数

校本课程授课教师缺乏专业的知识素养，而培训体制的缺乏使得大部分教师只能一

边摸索一边教学，严重影响到校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只有不断加强培训指导，建立

起从上而下的教育培训体系，才能促使校本课程教学质量的提升。在我国应试教育

体制下，学校不自觉地就会将教学重心放到主课的教学与提升上，学校及教师一致

以升学为目的开展教学和教研活动，而忽视了对校本课程教学能力的培养和提升，

校本课程只能让路于主课教学，导致教师对校本课程教学缺乏相应的兴趣和能力，

严重影响到校本课程的教学质量和评级，这也是校本教学实施管理所面临的一个主

要问题。

在采访一位年轻语文班主任时，她表示自己愿意去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因为自

己毕业时间较短，理论知识还没忘，和现实教学结合起来难度不是很大。实际给学

生们授课时，自己也能积极准备，并在课后多查资料不断改进。但她也提到了，自

己这种情况比较少，同组的其他语文老师，甚至其他教学组老师普遍缺乏课程管理

的兴趣和动力，他们多数人都认为有校本课程管理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还不如努力授

课，提高教学成绩。

4.2.3校本课程管理缺乏人才管理机制

一直以来，我国的中央集权体制妨碍我国教育体制的改革，学校在课程管理方

面的发展和进步受到较大阻碍。在现有的课程管理中，主要遵守领导部门指令而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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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基层部门只需要按照上层部门的要求进行执行与落地。这种垂直式的课程管理

手段得到广大小学的认可和积极应用，在学校的教学任务、教学思路、教材中均有

不同程度的应用，并逐渐被大面积运用。对于现有的教育课程管理体系中，一方面

大幅降低学校师生参与课程改革的机会，另外一方面对教学观念的发展和进步造成

一定的局限性，使学校教师的认知形成一定程度的偏差，也就是说，在垂直的任务

安排下，教师只是课程政策的执行者，而无法从策划者和设计者的角度提出课程开

发的建议。在传统的教学认知中，教师普遍缺乏先进的课程管理手段，导致无法高

效处理日常教学中遇到的问题，使教学管理变得混乱。除此之外，农村小学本身进

行课程开发和组织落实时，人员管理方面存在众多问题，如人事管理制度的缺乏、

绩效管理的缺乏等，导致校本课程的参与度极低，无法形成良好的人员监督和管理

制度，奖惩制度更是如同虚设，极大阻碍我国农村小学课程开发管理的推动。

现有的校本课程管理缺乏科学性和计划性，使方案无法按照既定计划执行，导

致方案落地的混乱。据了解，我国农村小学在日常教学中仍然存在没有教材可用的

局面，他们只能通过简单的纸质资料进行代替，由此可见，我国的农村小学并没有

严格遵守校本课程管理的要求，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管理制度的混乱和监管力度的

不足。学校校本课程安排较少，频率只有一周一次。在校本课程制度的执行中，学

校并没有对指导教师实施有效管理和培训，使校本课程背景下的教育质量大打折

扣。

对一位主管课程管理的校长采访时，他说自己原来是语文教师，所以对校本课

程有着比较明确的意识，在学校推广过程中，积极发动各个学科骨干教师。但实际

推行过程中遭遇很多阻力，两位副校长都不同程度提出反对意见，进而在校本课程

的人才管理方面没有制定有效的激励机制，使得多数教师缺乏参与兴趣，也使得自

己的热情受到打击。

4.2.4课程管理方式单一，课堂教学管理水平不高

整体上看，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存在形式单一、政令管理、规章管理、课程

评估、教学监督等相互结合的管理模式，在这种模式下，政治色彩较为浓郁，无法

形成民主教学、自由教学的价值观念，更无法形成高质量的课程管理手段。最终导

致学校内部领导和教师之间的定位出现偏差，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错误定位导致两

者关系的紧张化，影响教师教学任务的开展，降低教师的教学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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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农村小学校本课程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中的问题

4.3.1教师校本课程开发任务过重

从目前神池县农村小学具体了解的情况来看，教师对校本课程的选择能够有主

导权，说明普遍形成了尊师重教的气氛，学校也高度重视教师的教学工作开展。但

是，大部分教师在正常授课工作之外，还要接受校本课程开发的任务。在问卷调查

的数据显示，这一比例高达 73.3%。而事实上，问卷调查也得出其他数据作为依据，

超过一半的教师无法胜任校本课程开发的工作。而学校却给了大多数教师以这类任

务，显然他们很多人都无法顺利完成，即便完成，估计也难以收获到实质性效果。

总的来看，教师自身在承担正常教学工作外，校本课程开发任务过重，扼杀了

农村教师对校本课程开发的热情，进而成为工作的必要组成部分，也成为干扰他们

正常工作、生活的负担。本来学校的初衷是希望教师开发出更多、更优质的校本课

程，而事实结果往往适得其反。

在接受采访的几名教师中，普遍反映都有校本课程开发任务，这对于本身教学

任务就不少的他们而言，负担较大。

4.3.2学生选择校本课程自主性缺乏

神池县农村小学缺乏对学生选择校本课程的自由度，不能使学生充分释放天

性，培养他们独立自主的个性。教师进行校本课程开发，虽然会参考学生的日常学

习情况，但并没有让学生直接参与到校本课程的开发中。教师开发一门校本课程后，

也不会组织学生学习，并提出意见，这样使得学生对校本课程自主性选择上基本缺

失，校本课程对学生而言很难起到积极的进步作用。

对三、四、五年级的三名学生分别进行了采访，他们普遍认为自己在学校开展

的校本课程管理中没有什么实际作用，学校开展活动，对学生来说基本都是形式主

义，学生只能接受，即便反对，班主任和各科老师也会讲道理来说服，很少采纳。

哪怕学生提到有的校本课程的缺点和不足，老师也几乎不会去改正。

4.4农村小学校本课程评价管理中的问题

4.4.1校本课程评价体制有待提高

学校有关校本课程没有明确的考核体制，学生只是上课听课也没有考试。在实

际操作中，教师、学生之间并未形成有效的评估制度，老师没有对学生进行评价，

学生更没有对老师的教学质量进行评价。前文的问卷调查中，学校对学生学业成绩

评价的方式只有考察，且比例为 100%，而诸如学生互评、成果汇报和举办小组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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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等比较生动而积极的方式没有任何呈现，这也说明目前的校本课程评价有着较大

提升空间。

只有把学生和老师双方相互结合，才能尽快的改变农村小学校本课程评价机制

不健全的现象。学校主要以应试教育为学生能力和教师教学质量的主要衡量条件，

特别是语文、数学、英语等主科的考试成绩。所以，校本课程的期末评价并未得到

学校、老师、学生的重视，只停留在形式；现阶段我国针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

仍处于初级阶段，还有众多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有针对性地建立学校成果、考核

制度是评估校本课程管理活动的重要内容，具体的评估方法和标准更待斟酌。除此

之外，农村小学管理者和教师本身缺乏良好的职业素养，对专业知识的把控程度并

不高，这就导致评价机制无法全面执行。最后，客观的对学生学习成果或教师校本

课程教学情况进行评估，在这个过程中存在不确定性和管理难度，学校无法把握学

生对校本课程的掌握程度，更无法检验教师的教学成果。

作为一种动态的评价，课程评价需要结合课程内容、教学方式、教学能力进行

综合性的评估。也就是说，教学评价需要实现评价与改进的相互统一。课程评价存

在的目的在于改善学校原有的教学模式，形成高质量、高水平的课程管理。在实际

的调查中表明，农村小学在这方面薄弱。对校本课程评价管理，众多农村小学并未

形成良好的课程评价管理体系，更无法实现高效的评价管理，学校内部只采用简单

的老师评价进行替代，更无法实现期末成绩的相互挂钩。由此可见，现有的农村小

学中普遍存在教学评价的主观性、随意性，使校本课程评价模式缺乏科学性，无法

形成有效的说服力。

通过调查发现：农村小学的校本课程评价主要产生于老师本身的主观认知，学

校层面并没有对教师本身进行评估，更没有对学生的实质收获进行评估，教育部门

层面更没有对学校的校本课程管理效果进行评估。由此可见，不管是政府层面，还

是学校层面，领导者并未真正重视校本课程的管理工作。一方面，无法有效提升学

生的个性化教育水平，使教师的专业化路线受到偏移；另外一方面，对学校的既定

教学目标和教学理念的发展产生影响，使校本课程在学校的推广和发展受阻。

4.4.2校本课程激励机制尚未建立

课程激励功能以人们某种需求动机作为基础，并建立内部组织目标的重要行

为。激励本身作为一种精神力量而存在，其具有加强、推进、加快的核心作用，能

有效引导行为者向目标而奋斗。由此可见，激励机制有利于行动者的积极性，不断

提升行为的执行效率，而而在实施课程管理的过程中，学校老师教学任务激励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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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为必不可少的内容，一方面能有效提升校本课程教学老师的热情，另外一方面对

校本课程管理形成良好的驱动力，进而不断提升校本课程的开发质量。前文调查问

卷中，学校对校本课程采取的评价涉及四个方面，制定完整的考核方案和完善的评

价机制，其占比都是 100%，也就是这两项的落实已经得到实施。而重视教师的专

业发展和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占比都是 16.7%，如此之低的比例是无法做到对教师

校本课程管理的激励作用。

对一位年轻的英语老师采访，她坦言自己的校本课程花了很多心思去研究，设

计，也得到了学生的欢迎和好评，有的老师还向自己来取经，怎样去改进自己的校

本课程，甚至外校同行也来学习，后来，自己的这门课还在县里进行了公开课的示

范。但最后学校也就是口头表扬了下，县里颁发了个名誉奖状。自己为了这门课请

教了大学老师和一些研究生毕业的同学，自己也牺牲了很多业余时间，但并没有获

得什么物质奖励，自己心里还是挺失望的。

普遍来看，在现有的农村小学中，仍然缺乏有效的课程激励体系，导致在校本

课程组织实施时，教师普遍存在心理需求缺乏、工作压力过大、业余时间受到挤压

等想法，导致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受到影响，最终对农村小学的校本课程执行质

量和效率造成影响。所以，为不断提升小学校本课程的管理效率，激励体系的出现

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可以满足教师在执行政策时的精神需求和心理需求，另外一

方面通过物质需求推动教师的工作积极性，对于老师在时间、技能、经验等方面的

付出得到更多满意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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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加强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的策略及建议

针对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开发设计、组织落实、评价管理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

找到当前问题的成因，并提出具有针对性的解决建议，从而提升农村小学校本课程

管理水平，并为其他相似小学校本课程管理提供理论和实践依据。

5.1校本课程开发管理中的策略建议

5.1.1转变教师观念

一方面说，学校作为校本课程组织与落实的主要实验场地，学校内部的管理人

员和教师团队均为政策组织与落实的主体，所有的主体将会对校本课程管理的组织

与落实产生一定的影响。其中，为学校老师提供教学的平台，使他们充分展现自己

的能力是教师主体的心理需求，更是开展校本课程管理的首要条件。所以，学校领

导团队应该高度重视教师心理需求，并进行教学观念的变革，并重新认识校本课程

的开发与管理流程，把有能力的人放在适合的岗位，不断提升校本课程的管理水平。

领导者本身应该保持积极的思维方式，从容面对上级教育部门的指导目标，在现有

的条件下努力创新，形成前沿的思维，并努力为校本课程管理另辟新路径。学校管

理人员应该尽快摆脱传统教学管理的束缚，不断更新课程价值观念，提升自身的价

值，在校本课程的开发管理过程中，管理者应该承担知识专业、教学经验丰富的研

究学者的角色，不断引领学校师生迈向全新的高度。校长作为学校的最高统治者，

也是学校管理的主要责任人，需要对学校的内部管理进行全面统筹。校长岗位本身

需要有丰富的实战经验，前沿的教学思维，良好的组织能力和策划能力，并且需要

对校本课陈课程有深入的理解，能够实现教学任务与校本课程之间的相互融合，并

适时进行创新。教务处作为学下管理人员的聚集地，校本课程的深入开展需要教务

处内所有管理人员共同努力，研究制定符合学校特色的管理路线，并建立严谨的监

督制度，对学校的校本课程管理做出客观评价。学校还需要组织课程研究小组，共

同对校本课程的开发、执行进行监督和审核，最终判断开发方向的合理性，并及时

提出调整建议。领导小组内部成员应该制定科学的课程管理路线，并主导研发计划、

研发方案的计划与落地，最终对发展结果进行评估，提出关于学校课程开发的基础

理论，协助开发小组进行校本课程的相关规划性工作。

另一方面说，教师要及时更新教学观念，改变过去应试教育的传统思维，不断

提升自身的校本课程管理意识，大胆创新，用积极、主动的态度进行校本课程的开

发。由于受到传统课程观念的影响，我国农村小学内部老师无法大胆开展校本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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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开发和执行，在教学过程中甚至表现出被动、悲观的情绪，使校本课程的开发与

执行无法顺利实施。为了确保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顺利实施，老师本身应该积极开

展自我调整工作，不断提升对校本课程的管理认知，积极进行教学思路的调整和教

学结果的反思，敢于创新并积极发表自己的建议。对于全新的领域，教师本身应该

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迎接全新的挑战，并从技能、知识等方面不断补充自己。上述

的种种因素都会影响校本课程的质量，而教师的专业知识、教学态度、教学技能将

直接影响校本课程的实施质量，对促进校本课程管理有积极影响，争取为校本课程

的开发、实施和评价做出更多贡献。

综上所述，校本课程的开发与管理必须以原则、秩序为前提，保持开发进程的

顺畅；校本课程的开发需要充分发挥调研的作用，通过深入观察教学情况进行课程

方向的调整。除此之外，在后续的课程管理方案中，需要进行预案设计，防止后续

管理过程中突发情况的出现。

5.1.2重视学生个性发展

第一、校本课程开发应该坚持以人为本，而学生是校本课程主要的体验者，学

校应该充分发挥了解学生的需求，并在教学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满足学生多元化

的学习要求，让不同的学生在课程中收获更多，最终使每个学生都能完成学习任务，

并创造更大的学习价值。

第二、在进行校本课程的选择时，应该充分发挥学生的自主权，学生可以根据

自己的学习兴趣进行选择，使学生的积极性得到提升，进而为学生创造更大的个性

化发展空间。在课程开发背景下，老师应该抛开自身的经验与专业知识，站在学生

的立场对课程的开发和执行进行考虑，使学生的需求得到更大程度的满足，进而不

断提升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第三、校本课程的开发应该以学生为开发主体，并为学生创造良好的思维创新

环境，培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处理问题的能力，逐渐把教学的情景发展为师生之间

平等、交互的交流环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积极、主动地解决问题，充分掌握课

程的研究思路与方式，形成自己的判断力和处理问题的技巧。校本课程的出现，有

利于促进学生思维模式的改变，使学生之间产生更多的互动与交流，并逐渐培养学

生发现问题的能力，并形成独特的见解。教师在开展校本课程教学任务前，需要充

分了解学生的需求，以学生为主体进行工作的开展，在教学中要善于发现学生的差

异化，并及时调整教学思路，满足更多学生的学习需要。



第五章 加强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的策略及建议

28

5.1.3加强沟通合作

第一，与政府部门保持沟通，并申请经费、政策支持。校本课程的开展，一方

面是学校内部的教学问题，另一方面政府部门也需要承担对应的责任。例如，政府

部门可以自发组织课程开发团队，以高水平的专家作为团队成员，从课程开发、课

程评价的角度对校本课程进行管理；政府部门适当提升教育经费，投放于校园内部

的竞赛活动，使学校内部形成良性的竞争氛围，促进学校校本课程的可持续发展。

第二，争取学生家长及社会人士的支持。为了增加家长及社会人士对校本课程

的了解，学校、家长之间应该以家访、家长会、户外互动等形式建立良好的沟通机

制，老师在沟通中应加强对家长需求的了解，并推动家长对校本课程教学的热情，

把家长发展成为校本课程推动的重要环节。

第三，没有与其他小学进行交流合作。加强本校与周边小学的交流与沟通，保

持校园之间的紧密合作，互相学习对方的经验，做到团结互助，为创造高效的课程

开发而努力。所以，加强学校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是实现校本课程管理的重要途径；

通过加强小学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促进小学之间的互动与合作，共同就校本课程问

题互相借鉴与学习，努力做到取长补短，促进校本课程的持续发展。

结合上文所述校本课程的开发：首先，需要建立工作原则，保证开发工作的顺

利开展；其次，在实施开发时，需要充分考虑开发工作附近的教学情况，并结合校

园的师生情况决定校本课程的开发路径；最后，结合前期的调研与方向确认，制定

校本课程的计划方案及执行细则，并生成具有针对性的管理方案，坚持管理在先的

原则。

5.2校本课程实施管理中的策略建议

5.2.1提升教师课程管理兴趣，提高教师课程管理能力

第一、大力推广教师的自学管理制度，逐步培养老师的课程观念，深化老师的

理论知识。需要在管理工作中不断激励老师进行师生之间的互动，使老师协助学生

发挥其主动、积极性，提高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学生以创新、自主的态度进行校本

课程的学习。教师应该建立互联网、图书馆等多种学习途径互为一体的学习方式；

为教师制定职业规划，并建立终身学习的教学理念；展现校本课程管理的重要性，

提升教师的管理能力；提升校本课程的研究，培养教师的专业能力。学校本身应该

为教学管理创造有利条件，鼓励老师采用全新的教学方式，不断提高教学效率。

第二、形成教师间互相合作交流的制度，提升老师的合作意识和合作能力。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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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还需要促进同行之间的沟通，共同对教学过程中的问题进行讨论与反思；定期

开展教学专家访谈会，通过专家的知识分享不断提升教师的教学能力；不定期举办

校园内部的知识竞赛，通过良性竞争促进学生互相合作意识的提升，建立老师的危

机观念。

第三、不断完善教师学习群体建立，保持内部信息沟通的一致性，共同提高课

程的开发和执行能力。老师团队应该建立专业的社群学习，改变垂直的管理关系，

使教师之间的关系变得缓和，逐渐形成民主、平等的学习氛围，并共同打造经验分

享、知识点互补的学习平台。

第四、学校本身应重视教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建立，鼓励老师从多个角度评估

学生的综合能力，并以提升课程的效率提高学生的学习成绩。实际上，课程教学的

管理主要是依靠教师自觉进行，是一种自主课程管理行为。为了强化教师的教学以

及课程管理能力，学校在制定科学管理制度的同时，还要为老师创造继续深造和自

我提高的机会，使他们能够更深入的学习，达到一个更高的层次，要在学校营造一

个良好的组织文化氛围，带动教师自我进步。

5.2.2教师加强校本课程资源意识，提高课程资源管理水平

课程资源是进行校本课程的必备条件，包含人力资源和自然资源两个方面，具

体内容主要有：教学者、学习者、教材资料、教学场地、家长还有与之相关的社会

人士。校本课程实施的顺利与否以及开发质量的高低，取决于校内外课程资源的利

用程度以及利用效率。因此，一旦确定校本课程的目标，就要将各种资源充分、有

效的利用起来，给予全方位的支持。如果学校对课程资源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

做好这部分工作，将会拖慢校本课程开发的脚步，产生不利的影响。首先，校本课

程实施中，教导处要切实担负起管理责任，对课堂管理和评价进行有效监督。为了

了解课堂教学的效果，以及教学氛围，要安排专人定期进行检视。其次，在具体教

学中，教师要摒弃老旧的传统教学模式，通过灵活多样的现代化教学，向学生进行

授课，将学校课程资源最大化利用。当然 教师也可以跟着课表走，根据课程计划

开展教学。第三，校本课程评价机制方面，可以组建课堂管理教研组作为课堂教学

的评审团，组长为负责人，评审定期进行。同时可定期举办成果展，对在校本课程

开展过程中，学生取得的成绩予以展示，起到激励的作用。

校本课程管理过程中，要将校内课程资源的作用充分发挥出来，像多媒体教室、

实验室以及阅览室等硬件资源，教师群体共性、校园文化以及师生关系等人文资源，

各种讨论会、学习竞赛还有文艺晚会等各种活动资源，都要做到物尽其用，人尽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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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以及关系组合利用。

归根结底，课程教学的管理主要是依靠教师自觉进行，是一种自主课程管理行

为。学校在制定科学管理制度，规范教学行为的同时，还要为老师创造良好的教学

环境，让他们在教学实践中，有足够的自我发挥空间，从而实现自己的价值，达到

一个更高的层次。

5.2.3重视校本课程参与者的管理，完善人员管理体制

小学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中的参与人员包含了领导层等在内的所有校本委员会

成员组成的决策组、具体落实者教师以及能力超强教师组成的专家组，还有肩负监

督职能的学校行政人员、广大学生家长和社区相关代表，这是一个相对复杂群体，

要对这些参与人员做到有效管理，可以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决策者方面。作为校本课程开展的主要参与者，校本课程委员会的作用

要予以全面发挥。学校要在促进校领导、师、生以及家长这些成员的彼此合作交流

上下功夫，努力创建出健康、活跃、和谐的教学环境，并对教师采取一定的激励措

施，提升他们参与课程管理的热情。还有，课程教学要有系统、科学的执行标准，

以规范教师的教学行为，定期开展教师专业能力培训，提高教师的执教水平。

第二，开发者方面。校本课程开发者为具有较强专业水平的教师，作为有执教

经验的一线工作人员，在校本课程开发时要根据小朋友的身心发育特点进行课程设

计，多与家长沟通，力求制定内容科学、合理、可行性强。

第三，监督者方面。在校本课程管理中监督者的价值意义重大。为了将监督职

能落到实处，学校可规定每周或者每月举行几次学习会议，听取监督工作汇报以及

监督代表们的意见，使校本课程按照正确的方向规范进行。

5.3校本课程教师管理和学生管理中的策略建议

5.3.1合理安排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任务

鉴于神池县现有部分农村教师的校本课程开发任务较重的情况，积极落实各地

学校解放教师思想包袱，鼓励创新，以每个学科为小组，每个小组每次开发两堂课，

这样集合了学科小组集体智慧，能够更快的产生校本课程内容，且创新性更强。

不仅如此，从具体做法来看：

第一，将校本课程开发时间延长，由原来的一个月变为两个月。这样时间延长

能够给各位教师以更多的思考空间，进而产生更好的作品。

第二，调动学科小组内部集体的力量。小组内部做好分工，几人负责策划，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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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负责实施，几人负责审核，分工合作，规避了教师共同的工作高峰期，使教师的

正常工作和生活和谐相处。

第三，对优秀作品给予一定奖励。以奖励的形式来鼓励开发优秀校本课程的小

组，使教师感到更多的荣誉感，以投身更进一步的课程开发中。

5.3.2创新课程管理方式，确保校本课程管理质量

第一，在校本课程课堂教学中，要特别注重过程管理。教师要充分发挥引导作

用，经常与学生沟通，培养学生的自主学习能力和独立思维能力；

第二，在教学方法上，要勇于创新，发挥现代教育技术的特色，在教学理念，

教学设备、教学手段等方面进行全面更新，使他们在校本课堂教学中发挥应有的作

用；

第三，创建和谐的师生关系，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针对学生的特点，开

展个性化教学，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使课堂教学质量取得更好的效果。

为了更好地落实对教师和学生的管理，多种综合化措施的实施有着很大的必要

性，只要多项措施的结合，才能给各项管理工作带来新的契机。

5.4校本课程评价管理中的策略建议

5.4.1确定评价内容与方法，建立校本课程评价机制

我国应试教育模式由来已久，教育的重心集中在少数人身上，只片面的注重学

生的学业成绩，将大量的资源运用于追求单方面素质优秀上，对升学率非常看重，

并以此作为衡量教学质量的唯一标准。这种为应付考试而开展的教学遏制了学生个

性的发展，并不符合现代基础教育的理念。由于传统的教育理念根深蒂固，在很大

程度上阻碍了小学课程的改革，很多教师并不支持校本课程开发，认为这不但耗费

人力、物力和财力资源，还无益于学生成绩和升学率表现。因而，改革首先要从教

育评价制度着手，构建校本课程评价机制对校本课程的管理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意

义。建议可采取如下措施:

第一，学校方面。要在教育主管部门的主导下，构建课程管理小组，实施对各

校校本课程开展的评价职能，并将评价成绩与学校考核联系起来，这样才能引起学

校管理层及教师的重视。激励教师建立合理的学生学习成果评价管理制度。对学生

的学习过程要有个合理的评价，可通过建立学习过程评价体系来完成，像参与度、

参与热情等都可以作为评价指标。要积极开展课程评价管理工作，将评价作为校本

课程的特点来抓，评价包含了自我评价和教师评价两方面的内容，通过学习过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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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能够及时反馈学生的课程学习情况，便于教师和家长对学生学习状态的了解和

跟进。另外，还要考察学生的学习效果，进行结果评价，对学生的动手能力、学习

成绩以及进步情况等指标加以评比。对于名列前茅者要采取一定的激励措施，可以

是口头表扬，也可以是发放奖状或者一定的物质鼓励，使学生们产生积极向上而动

力。

第二，教师方面。建立教师评价体系，由学校作为制定方，从教师开发贡献、

教学态度、具体落实以及教学成绩还有成长指标等方面进行评价，在制定评价标准

后，通过对校本课程指标的量化，将评价结果纳入教师年度考核之中。教学效果是

评价体系中非常重要的指标。评价的主体可以由管理团队进行，这个团队校方可以

专门构建。以月为单位，对教师的校本教学进行全面考量，通过评价可以监督教师

教学计划的执行情况以及课堂教学情况。除此之外，管理团队还可以结合校本课程

的实际开展情况，对基础课程教学进行计划评估研究，并根据师生的具体教、学表

现，对评估计划加以改进和完善。

第三，学生方面。对学生进行评价时，要将重点放在发展性评价上，学生取得

的成绩只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学生的学习热情，学习过程中的付出以及取得的进

步等。因而，在学习成果考核指标制定上，要考虑多方面因素，进行综合性评价，

给学生多种方式的自我表现机会，除书面成绩评定外，小作品制作，特色表演以及

实践操作等，都是验收学生学习成果的有效方式。除此之外，管理团队还可以结合

校本课程的实际开展情况，对基础课程教学进行计划评估研究，并根据师生的具体

教、学表现，对评估计划加以改进和完善。同时，还可以建立综合目标计划，将学

生、学校与家庭和社会联系起来，实现全面的课程评价体系，并依据评价不断进行

改进。

5.4.2激发教师热情，构建校本课程激励机制

教育主管部门应该与学校配合，就教师的从业心理进行分析，从改变教师观念

着手，使教师不用瞻前顾后，并实施一定的激励措施，鼓励教师参与校本课程改革，

让他们在课程开发管理中发挥自己的才智。合理完善的激励机制，能够激发教师的

教学热情，制定出更为完美的教学计划，钻研实现教学目标的最佳方式，从而更好

地完成基础课程教学。当教师明确了自己的方向和目标，就会采取有效的行为向目

标奋进，并进行适当的速度和目标控制，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的

发挥。激励机制可以通过以下几方面构建：

第一，构建目标激励机制。目标的设定要具有合理性和可实现性，通过明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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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设定，激发人们的斗志，让人们在实现目标的过程中发掘潜能并因为目标的达

到获得成就感和自豪感，起到激励作用。所以，学校目标激励机制的建立非常有必

要，对于挖掘教师潜能，提高教学水平，以及提升他们参与校本课程管理积极性都

有极大的作用。

第二，要建立声誉激励机制。马斯洛的层次理论指出，人都有获得尊重的需求，

人感受自尊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肯定自我价值和自我存在的过程，也是获得良好声

誉的过程，与此同时，因为荣誉的光环，个人机会主义也会受到遏制。因而说，自

尊对人的行为影响非常大，声誉激励非常重要。所以，学校可以制定声誉评价标准，

对校本课程教学中教师的行为做出评价，对表现优秀的个人和团队予以公开表彰，

达到实现教学目标的目的。

第三，利用全方位评价技术。对校本课程进行评价是基于掌握全方位的评价技

术基础上，评价技术包含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课程方案评价。是从遵循教学理论

的角度，对课程的科学性和合理性进行衡量，在课程内容的设置方面，准确、明晰

是基本要求，同时要贴合学生实际，将实现学生身心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沿着一

条主线设计和实施课程计划；二是课程实施评价。这主要是对教学内容实施过程的

评价。在之前的计划里，教师就教学内容、方式做了制定，此评价就是一个验证方

案，同时也包含了教师自我反思方面的内容；三是学生学习成果评定。这种评定是

一个多维因素考量，既要考察学生知识和技能掌握情况，还要从学生的价值观和情

感角度予以考虑，同时还要关注学习过程表现和个人素养的形成，综合这些因素才

能对学生的学习成果做出合理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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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是农村教育改革中的一件大事，有着积极的意义。对于

孩子来说，小学阶段正处在可塑期，习惯和品质的养成相对容易，这一阶段的学习

会对孩子今后的道路造成很大的影响。由于多种原因，目前我国农村在校本课程管

理方面做的不是很好，需要做出进一步改进。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虽然取得了一定成绩，但是存在的问题也不少，克服和

解决这些问题，才能有助于校本课程改革的发展。现在的现状是，面对问题，大家

不是掩饰就是逃避，实在要问责，那么扯皮开始，都不愿意担责。举个例子，当遇

到教育部门进驻学校进行校本课程方面检查考核的时候，有些学校为了绩效和面

子，会想方设法隐藏其中存在的问题，而不是寻求共同解决的方案。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首先具有复杂性，其对象是学生关系到人的发展，而人

的教育很多是不能重来的，所以不能有闪失。其次受多种因素影响，是一个漫长的

过程但要一直走下去。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相对要复杂一些，对研究者在理论水平和实践经验都有

较高要求，由于笔者能力所限，研究深度不足，对于文中不妥之处，希望予以批评

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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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一：

调查问卷

尊敬的老师:

您好!为了解老师们对在实施校本课程中管理工作的理解与认识，为更好地实施

和管理这门课程提供切合实际的意见与建议，特组织本次问卷调查，以作为我研究

的档案材料。希望您认真思考，将您的真实想法表达出来，我承诺会做好保密工作，

调查内容保证不会外泄。感谢您的付出！

山西大学研究生 XX

一、基本资料

1.您的年龄

2.您的性别

3.代课科目

4.何种学历

5.何种职务

二、单项选择

1、您是否了解校本课程的内涵与意义？

A、是 B、否

2、您是否参与校本课程的开发？

A、是 B、否

3、您是否能胜任校本课程开发？

A、是 B、否

4、校本课程开发方式？

A、自主创新 B、改编 C、借用

5、您认为自己的校本课程授课结果如何？



农村小学校本课程管理问题研究——以神池县小学为例

39

A、优秀 B、良好 C、一般

6、您认为，校本课程的资源来源？

A、教材 B、学校周边 C、学生需求 D、教师特长

7、您是否了解相关校本课程的制度？

A、是 B、否

8、您是否认同相关校本课程制度目标？

A、是 B、否

9、校本课程是否按时开课？

A、是 B、否

10、学校具体组织了哪些专享活动？

A、讲座培训 B、教学计划、备课 C、听评课

D、研讨交流 E、教学反馈 F、教学反思

11、学校对校本课程的开发和建设是否有连续的专项资金和物资的投入？

A、是 B、否

12、教师对校本课程实施是否有主导权？

A、是 B、否

13、教师是否有课程开发的任务性指标？

A、是 B、否

14、学生能否自主选择校本课程？

A、是 B、否

15、学校是否有对校本课程的评价方案？

A、是 B、否

16、您是否认同学校的评价结果？

A、是 B、否

17、学校对校本课程做了哪些方面的评价？

A、制定了考核方案 B、有完善的评价机制

C、重视教师的专业发展 D、重视学生的个性发展

18、学校在校本课程对学生学业成绩评价采取的方式？

A、观察 B、学生互评 C、成果汇报 D、举办小组展示

19、针对校本课程管理现状，请提出您的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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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二：

个人访谈提纲

尊敬的校领导，您好!

贵校校本课程开展有一段时间了，想就具体的开展情况请教您几个问题。麻烦

您回答一下我的调查问题。谢谢！

1、校本课程开展有多久了？

2、开展校本课程的初衷是什么？

3、您对校本课程目标有无异议？

4、在校本课程建设中您发挥了什么作用？

5、学校在校本课程开发和实施中有没有专门的人员？

6、实施校本课程后有什么收获？

7、校本课程的管理制度如何制定的？

8、校本课程管理中您主要的职能？

9、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谢谢您的配合

个人访谈提纲

尊敬的代课老师，您好!

贵校校本课程开展有一段时间了，想就具体的开展情况请教您几个问题。麻烦

您回答一下我的调查问题。谢谢！

1、您是否担任其他课程?

2、麻烦介绍一下任课教师的具体情况，包括人员编制等。

3、校本课程是否取得预期效果？

4.、管理过程中面临的主要问题有哪些？

谢谢您的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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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访谈提纲

同学你好，请您填写问卷的目的是想了解一下你对校本课程开展的一些看法，

方便我对校本课程做进一步的研究，我保证会对你的个人隐私保密。

年级: 性别:

1、对校本课程你的态度如何?

A.感兴趣 B.不感兴趣

2、你是基于什么原因对校本课程感或不感兴趣?

3、你觉得校本课程的开展产生了什么影响，对你影响大吗?

4、你觉得校本课程的内容里有你喜欢的项目吗？

感谢你的配合，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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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读学位期间取得的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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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 谢

时光如白驹过隙，二年多的在职研究生生活即将结束，回忆这段紧张又充实的

学习生活经历，自觉感慨颇多。来山西大学求学，这是一段值得收藏的美好经历。

这里优美的校园环境、浓厚的学术氛围、深厚的文化底蕴及深深的同学情谊在我心

底将记忆永存。

感谢山西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各位老师在研究生学习期间对我的帮助指导。有了

他们的指导，使我对较为陌生的教育管理专业有了更多的认识与了解。

特别要感谢我的导师郭三娟副教授，她待学生很亲切，对学术认真严谨的态度

深深影响着我，感谢她对我的帮助，在我心里，她是最值得尊敬的老师。

感谢同班同学对我的各种帮助，特别是同小组同学在学习和做论文期间提供的

无私的帮助，是她们让我在外求学路上感到满满的温暖。最感谢的是我的家人对我

的付出，他们对我的爱是我永远的依靠，也是今生最大的财富。

言短情深，再次感谢大家对我的帮助与爱！今后我将在人生路上继续努力，不

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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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简况及联系方式

个人简况：

姓名：李钰林，性别：女，籍贯：山西省忻州市代县

个人简历：本人大学本科毕业于太原师范学院物理系，2011年毕业后进入神池

县贺职联校担任教学工作，在工作中感知自己的不足，然后进入山西大学教育管理

专业学习。

联系方式：

电话：15535076226

电子信箱：2655680948@qq.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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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 诺 书

本人郑重声明：所呈交的学位论文，是在导师指导下独立完成的，学位论文的

知识产权属于山西大学。如果今后以其他单位名义发表与在读期间学位论文相关的

内容，将承担法律责任。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文献资料外，本学位论文不包括任

何其他个人或集体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成果。

作者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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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位论文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山西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即：学校有权保留并

向国家有关机关或机构送交论文的复印件和电子文档，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

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同意山西大学可以用不同方

式在不同媒体上发表、传播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遵守此协议。

作者签名：

导师签名：

20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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