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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开展校本课程领导能力评价是推进校本课程建设，引领学生全面发展，提升学校内涵品质
的重要措施。 当前，中小学在校本课程建设中缺乏评价，特别是缺乏对校本课程领导能力的评价。 基
于此，从校本课程的设计开发、校本课程的实施过程、校本课程的实施结果三个环节来构建中小学校
本课程领导能力评价框架。 通过校本课程领导能力评价，不断提升校本课程的质量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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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of� promoting� construc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leading� students� to� develop� all-round� and� improving� the� connotation� and� quality�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to� carry� out� evaluat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leadership� ability.� At� present， it�
lacks� of� the� evaluation� mechanism� on� the� process� of� construct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n�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In� particular， it� lacks� of� the� evalu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
lum� leadership� abilit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construct� the� framework� of� evaluating�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leadership� ability� in� the� primary� and� secondary� schools� from� the� three�
aspects， i.e.， curriculum� design� and� development，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ss� and� the� imple-
mentation� results.� The� quality� and� level� of� school� -� based� curriculum� can� enhance� gradua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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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于 2013 年颁布了《义务教育学校校长专
业标准》，明确提出加强校长的课程教学领导能力，把
领导课程教学能力作为校长重要的专业标准之一。 当
前，在推进校本课程建设中，中小学校在校本课程的
设计开发、组织实施、实施效果等方面缺乏领导能力。
因此，开展校本课程领导能力评价，通过课程领导能
力评价来促进中小学校本课程建设，是一项非常重要
而又紧迫的任务。

一、对校本课程设计开发的评价

校本课程的设计开发在校本课程建设中具有重
要的地位，科学合理地设计课程是一所学校校本课程
建设能否发挥全局引领性作用的重要前提。 科学合理
地开发课程是一所学校校本课程建设符合学生全面
发展需要，遵循课程、教学、评价规律的重要条件。 对
校本课程设计开发的评价，可以从科学性、导向性和
针对性入手。

第一，科学性方面的评价。 校本课程设计开发的
科学性体现在校本课程有没有遵循以下几方面：教学
规律，对校本课程开发设计有没有遵循课程教学规律
的评价可以从校本课程设计开发有没有明确的课程
框架来进行；一个科学的课程框架应该是课程理念先
进的，也就是这个课程建设渗透的主要思想和基本原
则是否处于教育发展的前沿。 知识明确，也就是明确
这个课程给学生提供什么样的核心内容，培养学生掌
握哪些方面的知识。 目标明确，也就是明确培养学生
的具体要求。 模式恰当，也就是课程实施中能够运用
与课程特点相符合的教学方式和教学方法。 有教学资
源支持，也就是说课程实施中，有较为丰富的相关教
学资源辅助教师教学。 有匹配的专业性教师，也就是
课程实施中，要有与课程领域相关的教师，确保课程
实施的有效开展。

第二， 导向性方面的评价。 对导向性的评价，可
以从课程设计中是否以学生发展为主导来构建课程
理念进行，即“课程开发要聚焦于学生的学习，要深
化学习为本（learning-based）的理念，要建构学习为本
的新型课程哲学”。 ［1 ］评价教学设计中教师教学方
法要看是否以学生为中心，也就是在课程设计中，强

化教师的引导作用，教师要把学生放在首位，引导和
启发学生，把发言权留给学生。“建立相互尊重、民主
平等的师生关系， 将课堂话语权由教师独享走向师
生分享。 ”［2 ］评价教学设计要看是否引导学生学习方
式的转变， 也就是在课程设计中要体现学生自主、合
作和探究式的学习方式。

第三，针对性方面的评价。 校本课程设计开发的
针对性主要是指校本课程在开发设计的时候要重点
针对学生发展中的问题、教师发展中的问题以及学校
发展中的问题来进行。 在调研中发现学校缺乏针对群
体发展中的问题设计校本课程。 对针对性原则的评价
包括校本课程开发设计之前有没有开展过学生、教师
和学校主要领导等相关群体的需求调研；有没有对学
校发展的机遇、优势、问题和挑战等方面进行深入分
析；有没有根据调研中发现的问题进行梳理、归类、凝
练和分析；针对学生发展的需要，设计出校本课程类
型、领域和内容框架；针对教师存在的问题以及教师
发展的需求， 建立校本课程建设的师资保障机制，根
据教师的特长和能力， 优化校本课程教师队伍配置；
针对学校存在的问题以及学校发展需要，提炼学校发
展的重点和特色，根据学校发展的重点和特色设计校
本课程的类型、领域和内容框架，并且这个框架要与
面向学生的校本课程设计框架一致。

二、对校本课程实施过程的评价

一个成熟的校本课程实施过程主要包含课程大
纲的制定、教学资源的开发、教学方式的选择、课程活
动的开展、过程监控的保障等。 因此，提高校本课程实
施过程中的领导能力，可以从以下方面进行入手。

第一，对课程大纲的评价。 对课程大纲的评价主
要包括：教学目标，也就是教学目标有没有较好地把
三维目标融合进来，形成综合、系统、具体的教学目
标；实施原则，也就是规定教师开展校本课程时要遵
循的原则；采取的授课方式，要符合学生的接受能力
和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实施要求，也就是要求教师在
实施教学时要注意的事项， 确保课堂教学的有效开
展；主要内容，也就是规定教师教和学生学的内容，确
保内容清晰明确；实施时间和周期，也就是规定校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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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上课的时间以及上课的次数；实施对象，也就是
规定处于哪个年龄段哪个年级的学生需要学习这门
课程，因为不同的校本课程适合不同年龄段学生发展
的需求。

第二，对教学资源的评价。 对教学资源的评价主
要从教学资源的丰富性入手，也就是校本课程的资源
是不是很多，有没有满足教师、学生、家长和学校的需
求，使他们能够较好迅速地发展，形成共同体；教学资
源的利用率，也就是校本课程教学资源的运用情况如
何，有没有得到充分的运用，有没有真正推动学校的
全局发展、提高教师的专业化发展水平和引领学生的
全面发展；教学资源的信息化水平，也就是教学资源
有没有转化成电子文档进行储存，学校有没有借助信
息技术开展相关教学；教学资源的相关度，也就是校
本课程教学资源之间有没有关联，因为关联度高的教
学资源可以加以整合利用。 因此，要对教学资源的相
关度进行评价。

第三，对教学方式的评价。“教学方式是教与学的
方法和形式，包括观念性的方式和观念性与物质性结
合的方式，是教学方法、形式、手段等的综合。 ”［3 ］因
此，对教学方式的评价包括：教学方式的多样性，也就
是教师要根据教材内容和学生的学习水平采取丰富
多样的教学方式，使复杂的教材内容简单化，让处于
不同阶段不同层次水平的学生能够理解、掌握和运用
课程知识；教学方式的契合性，也就是评价所采用的
教学方式与教学内容的联系是不是很密切，契合度是
不是很高， 同时与学生的认知发展水平适不适应；教
学方式的创新性，也就是教师要学会创新，对同一内
容要采用不同的教学方式，准备多份备课教案，打破
传统单一以“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让学生感受多元
的教学方法，使学生学有所获；教学方式有信息技术
支撑，也就是要借助多媒体以及相关信息技术辅助教
学。 通过多媒体技术，展现学生很难理解、教师很难使
用语言表达的知识，刺激学生听觉、视觉神经，提高课
堂教学效率。

第四，对课程活动的评价。 对课程活动的评价，主
要看课程活动的丰富性程度，也就是校本课程实施中
教师有没有采取多种活动进行教学，教师设定的活动
种类是否丰富，能不能较好地运用在校本课程的实施
中。 通过选择多样的课程活动，把校本课程知识与学
生的实际生活经验相结合，把单调乏味的知识点通过
活动表现出来，丰富课堂；课程活动开展要有预先成

熟的设计，也就是说教师在开展课程活动之前，有没
有一个成熟的活动设计、明确活动的内容，而不是漫
无目的地在课堂上滔滔不绝地演说；活动过程有较为
规范的要求，也就是说在课程活动实施过程中，要遵
守一定的规范要求。 规范要求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顺利
地完成教师教授校本课程内容的任务；活动结束后要
有一定的测评要求，也就是对课程活动的评价要从哪
些方面进行评价， 有没有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影响因
素，因为在课程活动中涉及到不同主体的参与，包括
教师、学生的选取等。

第五，对过程监控的评价。 对过程监控的评价，主
要从过程监控措施入手，也就是校本课程的实施有没
有建立完善的监控措施，来保障校本课程实施的有效
性； 课程监控，“即通过课程督导和课程评价等手段，
对课程变革进行监督、调控、指导和问责，减少课程运
行实际值与期望值之间的偏差，使课程改革朝着预定
方向运行的一种规范化、 制度化的方式及原理”。［4］

也就是说学校要建立合理的校本课程监控机制，保障
课程运行的有效性。 同时，在监控过程中要及时进行
信息反馈， 对反馈出来的问题要及时做出调整或完
善；评价主体多元化，也就是说在评价过程中要听取
不同主体的建议，避免个人的主观判断，确保评价结
果的客观性；评价方式的科学性，也就是说在评价过
程中，要采取多种评价方式，定性与定量、过程与结果
评价相结合，确保评价方式的科学性。

三、对校本课程实施结果的评价

校本课程结果评价是推进校本课程建设中的关
键环节，通过结果评价，可以诊断校本课程建设中存
在的问题并提出改进性措施， 完善校本课程设计开
发，改进校本课程的实施，提升校本课程的建设效果。
合理有效的校本课程结果评价可以从学校发展、学生
发展和教师发展三个维度来进行。 同时，可以通过学
生、教师、家长等相关群体问卷调研采集相关信息和
数据。

第一，学校发展。 学校发展是校本课程实施结果
评价的重要内容。 对学校发展的评价，主要从学校校
本课程的质量有没有得到整体提升来进行评价。 对校
本课程质量提升的评价包括：课程目标，也就是课程
实施中教师有没有明确、具体的单元教学目标和课时
教学目标，确保课程的顺利开展；课程内容，也就是规
定教师所要教授给学生的内容，扩大学生的知识面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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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学生的技能水平；课程实施，也就是要对教师的
教学过程进行全程监控；课程评价，也就是要对这门
课的效果进行评价， 对学生的发展有没有促进作用，
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没有得到提高，学校的发展有没有
得到推动作用等，不断改进和完善校本课程，提高学
校校本课程质量； 学校内涵建设有没有得到整体提
升，可以从学校的传统沉淀入手，也就是学校有没有
累积起大量的传统文化，形成学校的特色；文化氛围，
也就是学校有没有形成具有文化气息的学校特色，熏
陶教师和学生的思想；学校理念，也就是学校有没有
形成自家特色的办学理念和教育宗旨； 学风和教风，
也就是说学校有没有一种良好的学习和教学风气；学
校特色项目的建设，可以从成熟经验出发，也就是学
校要有一套体现学校办学特色的办学经验； 成熟队
伍，也就是学校要有一支可以实现学校特色的骨干或
者是教师队伍；学校对社会的影响有没有增强，也就
是学校要把自己的特色经验与办学理念向外辐射，以
先进的理念影响其他学校， 向外输送更多的人才，带
动区域教育的发展，进而带动社会的发展。 为了更加
全面、真实地反映学校发展结果，还需借助问卷调研
采集相关信息和数据对学校发展结果进行客观的评
价。 开展教师、学生和家长问卷和访谈，了解学校的办
学理念、教育宗旨、学校内涵发展以及学校特色项目，
以此对学校发展做出全面的评价。

第二，学生发展。 学生发展是校本课程建设的主
要目标，也是校本课程实施结果评价的内容之一。 对
学生发展的评价，主要从学生的素养有没有得到提升
来进行。 对于学生素养提升的评价包括：从学生参加
艺术活动的兴趣、学生的艺术欣赏和表现能力有没有
得到提高；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也就是说学生通过
参加了校本课程之后，动手操作能力、在实际生活中
运用所学知识的能力、对事物的创新意识以及创新能
力有没有得到提升；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也就是说
学生通过参加了校本课程之后，学生有没有意识到身
心健康的重要性，个人有没有加强锻炼身体，学生的
情绪、意志品质以及个人习惯上的问题有没有得到较
好的解决； 思想道德方面， 也就是说学生在自尊、自
强、自信等方面有没有形成一个正确的认识。 为了更
加充分了解学生发展情况，主要通过学生问卷、教师
和家长访谈，了解学生的综合素养（艺术素养、实践能
力和创新意识、身体和心理健康水平、思想道德等）有
没有得到提高，个性有没有得到充分挖掘及展现。

第三，教师发展。 教师发展是学校校本课程实施
结果评价中不可或缺的内容之一。 对教师发展的评
价， 主要从教师的综合能力有没有得到提升来进行。
对教师综合能力提升的评价包括：从教师的教师信念
来进行，“教师信念是教师人生的精神支柱，是教师职
业的奉守信条，是教师文化的核心要素，是教师行为
的隐性导引，是教师发展的内在力量”。［5］也就是说要
考察教师的教师信念稳不稳定，对教育的理解有没有
自己独到的见解；教师的教学方式，也就是说教师能
不能根据教学内容熟练地采用不同的教学方法，让学
生一目了然；教师的教学方法，也就是说教师对不同
的教学方法能不能恰当地运用在教学上；教师的育人
方式，也就是说教师的德育方式观念有没有从单一的
讲解知识转移到多元的育人方式，校本课程的实施也
是一种教师的育人方式。 了解教师发展情况主要通过
教师问卷和访谈来完成的， 要了解教师的专业思想，
也就是说教师的思想有没有转变过来，有没有符合校
本课程建设的要求；专业知识，也就是说教师有没有掌
握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和教育理论知识；专业能力，也
就是说通过开展校本课程活动， 教师的专业能力水平
有没有得到提升；学生问卷，也就是通过调查学生对教
师教学的满意度， 了解教师的教学水平有没有得到明
显的提升，所教授的内容学生能不能较容易理解。

总之， 开展中小学校校本课程领导能力评价，是
引领学生全面发展、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推进学校内
涵发展、提高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任务。 在评价过程
中要重视校长、教师、学生、家长的需要，构建教师、学
生、家长和社区共同体，重视多种评价主体参与，定量
和定性评价相结合，要通过评价，重在诊断和改进，构
建诊断型的校本课程领导能力评价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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