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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校本课程是学校针对学生的兴

趣和需要，结合学校的传统和优势，充分

利用学校和地域特色，自主开发和实施的

课程。我校立足校情，着力开发本土地域

特色校本课程，以打造学校的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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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行国

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以增强

课程对学校、学生的适应性。我校校本

课程的开发就是在上级行政和业务部门

指导下，以学校特色为基础，学校自主

决定，一线教师及有关人员广泛参与，

共同承担课程的开发过程。校本课程的

实施既展示了学校的教育个性，又提升

了学校的文化内涵，为学生的个性发展

搭建了平台，真正实现了让课程文化引

领学校特色发展。 

一、课程开发，在一次次修订中蜕变

学校充分利用和挖掘校内外资源，结

合地域特色，对课程开发体系进行了前期

认证，以独特的视角，捕捉身边的课程资

源，确定学校课程建设的方向和思路，从

而开发和实施校本课程。

我们在对学生进行了有针对性的问卷

调查的基础上，依托家乡独特的地理、历

史、文化、传统礼仪习惯等丰富的教育资

源，以“让每一个学生了解家乡，让每一

个学生热爱家乡”为目标，确定了我校的

必修课程——《腾飞的凤凰——唐山》。

《腾飞的凤凰——唐山》分为一至

六年级六册教材。各册教材的编写都遵循

了新课程标准的课程理念，根据学生的年

龄与认知特点，确定主题，选取内容，尽

求浅显易懂，贴近生活实际。在教材板块

设计和美工方面也进行了深入研究，单元

版块明了，课后设有 “小调查”“小探

究”“动手画”“动手拼”等实践活动，

目的在于引导学生将课堂学习与课后实践

结合起来，自主学习、合作探究；活动后

的“展示与评价”版块，目的在于激发学

生学习兴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同时几

年来不断对其进行修正，与时俱进，不断

完善，力求使其集知识性、本土性、趣味

性、教育性于一体，让学生在了解唐山的

名胜、风俗、文化等知识的基础上，培养

学生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思

想感情和道德情操。 

二、课程设置，在一次次选择中成就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指出：学校要“积极开发并合理利用校内

外各种课程资源”。因此，我校坚持以学

生发展为本的原则，充分考虑学生的兴趣

需求、个性发展，汲取外校的经验，深入

挖掘本校的资源潜能，尤其是充分开掘教

师的潜能，使得我校的校本选修课程的开

发工作扎扎实实。在不断的选择、重组、

整合的基础上切合学生学习需要确定了少

儿形体、七彩儿童画、小小书法家、航

模、软雕、少儿键盘等十几个门类的选修

课程内容和活动形式，每周一课时。教师

在根据自身特点的选择中成就了好课程，

学生在一次次选择中发展了各自的特长。

三、课程评价，在多元评价中完善

长期以来，我们认为学生成绩是评价

教学的唯一标准，结果导致了分数竞赛，

出现了高分低能现象。这些现象的产生令

我们教育工作者痛心。痛定思痛，我们明

白了要真正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就必须摆

脱单一量化评定的方法。因此，学校依据

课程标准精神，突出知识、技能训练的同

时，更突出了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培

养。针对不同课程的性质、特点，学校制

定了不同的评价方式，使评价自成体系。

力求评价方式多样及灵活：自我评价与同

伴评价、口头评价与书面评价、等级评价

与评语评价、形成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

阶段评价与全程评价等。学生可根据自己

的表现和知识、技能层次随时提出申请，

教师要及时做出等级认定。这种评价体系

成为我校在校本课程开发过程中促进学生

发展和教师不断提高的积极、有效的激励

手段。学生在这样的评价里更能够找到自

我，树立起可持续发展的自信。 

四、课程实施，在校本课程里实现

几年来，学校的校本课程已成为校园

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极大地促进了特色校

园的建设，激活了校园，激活了教学，师

生面貌焕然一新，师生以特色为自豪。特

色学校的社会效应更不可低估，社会、家

长改变了对学校的看法，自觉或不自觉地

支持学校的各项工作。

（一）知行合一爱家乡

《腾飞的凤凰——唐山》这一必修课

程的开发凝聚了众多教师的心血，在课程

的实施过程中，教师更是不断探索，积极

尝试课堂教学新思路。为了最大限度地为

学生呈现教学内容，学校网站专门开设了

校本课程版块，任课教师专门制作了《唐

山皮影》《唐山评剧》《唐山人文：帮一

点》《迁西板栗》等专题学习网站，学生

在丰富的资料中获得了更多的知识与对家

乡的情感体验。这也有利于实现我们最终

的教学目标：使学生知家乡、爱家乡、赞

家乡、游家乡，从而作到“知行合一”。

为此，任课教师精心组织丰富多彩的活

动，坚持从实践中来，回到实践中去，相

继开展了“家乡变化大”小小摄影比赛、

“我眼中的家乡”征文、“腾飞吧唐山，

我可爱的家乡”及“赞美你新唐山人文精

神”主题演讲、诗歌创作和手抄报比赛等

活动。活动中学生成为自发宣传家乡的小

使者，把自己对家乡的深入了解通过写一

写、画一画、拍一拍、讲一讲等方式记录

下来，并表达了自己独特的感受。这一张

张以学生视角拍摄的家乡的照片及一首首

小诗等，会让我们觉得那是宣传家乡的最

好的名片。

（二）重艺术熏陶，促习惯养成

为了培养知书达理、志趣高雅的学

生，我校以学生兴趣为出发点，结合教师

实际对校本选修课程进行了深入开发，为

学生量身定制了九门课程。课程中从简单

的运笔到基本笔画、偏旁部首、间架结构

的准确把握，一幅幅逼真而又富有童趣的

儿童画，一个个舒展的形体动作……都凝

结着教师许多心血。在学生一张张充满个

性的创意作品、一次次近乎完美的展示中

师生收获的是骄傲与喜悦。学生在此过程

中受到的无形的艺术熏陶与养成的良好学

习习惯，是最宝贵财富。

总之，校本课程的开发与实施是一

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也是学校特色日渐鲜

明的过程，我们应继续努力，在实施中完

善，在完善中实施，充分开发校本课程资

源，打造学校办学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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