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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影响校本课程实施效果的主体主要有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对这些主体开展评价与
引导干预是提升校本课程实施效果的重要途径。 通过对全国 11 个省的调研分析发现，义务教育学
校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加强课程领导力建设，积极推进校本课程实施；教师的校本课程实施能力不
断增强，学生家长积极支持校本课程实施。 但不同主体在推进校本课程实施中的作用还有进一步
发挥的空间。 基于此，从学校、教师、学生家长三个层面提出加快提升校本课程实施效果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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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factors� affecting� the� effec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re� schools,� teachers� and� students'� parents.� It� is� an� important� measure� for� improving� the� effect�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by� evaluating� and� guiding� intervention� to� these� sub-
jects.� Through�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11� provinces� in� China,� we� found� that� compulso-
ry� education� schools� make� full� use� of� all� kinds� of� resources,� strengthen� the� construction� of� cur-
riculum� leadership� ability,� promote�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ctively,� teachers'�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bility� enhanced� constantly� and� students'� parents� support� the�
school-based� curriculum� implementation� actively.� However,� the� role� of� different� subjects� in� pro-
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chool-based� curriculum� has� room� for� further� development.� Based�
on� th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countermeasures� to� accelerate� the� effect� of� school-based� curric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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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教育部颁发的《关于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
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明确提出，通过开展课
程评价，提升课程实施效果。 开展校本课程评价并通
过评价来改进、提升校本课程实施效果，一个重要路
径就是对影响校本课程实施的相关主体进行评价，并
对不同主体进行引导与干预，以促使不同主体在校本
课程实施中更好地发挥作用。 基于此，需构建多元主
体评价方式，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等相关主体进行
评价与分析，以此不断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校本课程实
施效果。

一、调查工具与对象

1. 调查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工具采用自编问卷。 尽可能考虑影

响校本课程实施效果的相关因素，在综合大量文献和
前期调研基础上，设计了问卷初稿，并向专家征求了
修改意见。 经过对问卷的多次讨论、修改及试测之后，
采取分层抽样的方式对全国11个省义务教育学校进
行了正式调查。

问卷分为三类，学校问卷有36道题，教师问卷有
38道题，学生家长问卷有21道题。 问卷包括两部分，第
一部分为学校、教师、学生家长的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民族、年龄、所在学校、学历等；第二部分为校本课
程实施情况相关问题，包括不同主体对校本课程的认
知、态度、行为、作用发挥等。 通过分析，三类问卷具有
较好的信效度（表1、表2），均达到统计学标准，具有较
好的应用价值。

2.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选取东部地

区山东、广东、上海、浙江、海南、天津；中部地区安徽、
河南、湖南；西部地区广西、云南共11个省以电子问卷

和纸质问卷相结合的方式对学校、教师、学生家长进
行问卷调查。 回收学校问卷201份、教师问卷1 137份、
学生家长问卷436份。 所有数据采用EXCEL2016版和
SPSS18.0中文版进行统计分析。

二、调查主要结果

1. 学校调查主要结果
第一，学校重视校本课程建设。 校本课程建设实

施是学校促进内涵发展、特色打造的重要抓手，也是
学校推进育人工作的重要措施。 调研发现，学校能够
充分认识校本课程建设实施的重要价值，积极采取措
施推进校本课程建设实施。 样本统计数据分析发现，
“很重视”“比较重视” 校本课程建设实施的比例为
79.6%，“不够重视”的仅有1.99%。

第二，开设了丰富多样的校本课程。 开设丰富多
样的校本课程是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求的重要前提，
也是学校实现多元育人价值的重要方式。 义务教育学
校“校本课程实施最基本的目的和原则，就是要适应
学生的个性化发展需求”。［1］样本统计数据分析发现，
以学生核心素养发展为目标的校本课程体系初步形
成（例如有的学校建设形成了以体验实践为主导的校
本课程体系；有的学校建设形成了以科技创新为主导
的校本课程体系）； 以区域乡土资源为特色的校本课
程初步建立（例如，有的学校结合所在区域的特点，研
制实施了《乡土地理》《民族风情》等特色校本课程）；
一系列彰显学校育人特色的校本课程初步建立（例
如，有的学校20多年一直推进《儿童哲学》校本课程实
施，形成了鲜明的育人特色）。

第三，校本课程建设参差不齐。 城市学校校本课
程建设较为成熟， 而农村学校校本课程建设较为粗

lum� implementation� from� three� levels:� school,� teacher� and� students'� parent.
Keywords: Compulsory� education;� School-based� curriculum;� Multi-subjects� evaluation

学校 教师 学生家长

df 351 120 105

Sig. .000 .000 .000

KMO 0.965 0.957 0.929

近似卡方 6�831.740 21�163.549 5�044.447

问卷 a 基于标准化项的 a 项数

学校 0.981 0.982 27

教师 0.968 0.968 16

学生家长 0.943 0.945 15

表1 问卷信度分析

表2 KMO和Bartlett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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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多是零散的、无序的，教师为课程而教，学生为课
程而学”，［2］还未形成一个系统的课程体系。 通过调研
及样本统计数据分析发现，城市学校校本课程建设能
力普遍强于农村学校，具有很强的校本课程研发能力
的城市学校与农村学校的比例分别为25%、8.7%；具有
很强的校本课程实施能力的比例分别为25.61%、
13.04%。 经济发达地区的学校校本课程建设能力比发
达欠缺地区的学校强，东部地区学校与西部地区学校
重视校本课程建设实施的比例分别为 66.66%和
41.18%。

第四，学校资源经费短缺。 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学
校实施校本课程的资源较为短缺，校本课程资源“不
丰富”“不太丰富”“一般”的学校占比37.87%；校本课
程实施没有充足场地保障的学校占比39.8%； 校本课
程实施没有充足专业的校内教师保障的学校占比
49.25%；校本课程实施没有充足专业的校外专家队伍
保障的学校占比49.75%；11.44%的学校认为学校经费
较为短缺，无法满足学校校本课程建设实施的发展需
要。 资源经费是学校顺利开展校本课程建设实施的重
要保障，只有资源和经费得到了充分的保障，学校才
能“为学生提供可以选择的、多元的成长道路，成为帮
助他们起飞的‘跑道’”。［3］

2. 教师调查主要结果
第一，教师积极参与校本课程实施。 调研和数据

分析发现，教师积极参与校本课程研发、实施、评价和
资源建设，并具备了一定的校本课程实施能力，城市
学校教师与农村学校教师“很积极”“比较积极”参与
校本课程实施的比例分别为71.95%、69.56%， 其中，
“很支持”的比例分别为35.98%、21.74%。

第二，教师的校本课程建设能力有限。 调研和数
据分析发现，教师的课程建设能力总体上不高，大部
分教师普遍缺乏系统性的课程理论和知识，课程实施
方法较为单一，教学方式较为传统，活动课程实施构
建与生成不够，大部分新教师对校本课程的教学内容
不够熟练，在教学中感到手足无措；部分教师校本课
程评价能力缺乏，45.38%的教师在校本课程实施中没
有评价方案，这些情况都难以适应学校课程建设发展
的需要。

第三，教师参与校本课程积极性不高。 调研和数
据分析发现，义务教育学校教师参与校本课程建设的
积极性总体不高，城市学校教师的积极性略高于乡镇
学校教师、农村学校教师，其参与校本课程研制的比

例分别为33.45%、31.91%、27.94%；城市学校与县城学
校教师参与校本课程教学设计（教案）的比例分别为
45.54%、27.27%。 这些情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学校
校本课程实施的效果。

3. 学生家长调查主要结果
第一，家长对校本课程建设的支持、参与较高。 调

研和数据分析发现，学生家长能够充分意识到校本课
程重要的育人价值，积极支持、参与学校校本课程建
设，能够积极支持、参与学校校本课程建设的家长比
例在59.52%以上。 从事不同职业的学生家长对学校校
本课程的支持、参与情况不同，公务员学生家长、事业
单位学生家长、 经商学生家长对校本课程“很支持”
“比较支持”的比例分别为95.23%、78.5%、75%。

第二，农村学校学生家长对校本课程建设缺乏有
力支持。 调研和数据分析发现，农村学校436名学生家
长中，“很支持”和“比较支持”学校校本课程的比例为
56.53%；“很了解”和“比较了解”学校校本课程的比例
为34.78%；“很积极”和“比较积极”参与校本课程建设
的农村学校学生家长比例为39.13%。

三、提升校本课程实施效果的对策建议

1. 对学校层面的建议
第一，加强统筹规划课程。“校本课程规划是服务

于学校发展、教师发展、学生发展以及社区发展的重
要规划。 ”［4］在规划校本课程时，要确保校本课程建设
符合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要与区域特色
和优势资源结合起来，构建具有区域特色、促进区域
教育发展的学校校本课程体系。 积极整合促进校本课
程建设实施的各种资源，构建多元主体支持的校本课
程实施体系，加强校本课程实施的经费筹措，构建校
本课程建设实施的校外专家库，与社会机构和社会资
源共用建设校本课程实施基地。

第二，加大教师培训力度。 对教师开展培训是提
高校本课程实施质量的有效途径之一，学校要“增强
对教师培训的重视，激发区域内教师发展的动力和活
力，提升教师的整体素质”。［5］将学校的发展目标、办
学理念、教学风格、课程理论、课程知识、课程研发、课
程实施方法等作为教师培训的重要内容。 通过系统培
训，积极引导教师更新教育观念、转变教学方式、创新
教学方法、优化课程评价方式等，使教师学会规划、设
计、开发、实施及评价校本课程，进而有效提高教师校
本课程建设实施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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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建立标准推进评价。 学校要通过建立标准
推进校本课程实施评价，“以教育标准促进教育评
估”，［6］以教育评估带动课程实施的改进。 校本课程实
施的主要环节包括实施准备、 实施过程及实施结果
等，学校可以设计课程实施准备、课程实施过程和课
程实施结果等相关标准，并根据标准实施评价。 通过
评价发现校本课程实施过程（环节）中存在的问题，分
析问题产生的主要原因，并提出改进性措施，从而逐
渐规范学校校本课程实施， 完善校本课程实施过程，
不断提高校本课程实施质量。

2. 对教师群体的建议
第一，提高教师对校本课程实施的认识。 调研发

现，有些学校教师对校本课程的重视度较低，校本课
程教学时间被主科教学时间占用，无法满足学生个性
发展需求。 教师要把“校本课程的课堂还给学生，这是
学生期待的，也是学生想要的课堂”。［7］教师要充分意
识到校本课程、国家课程、地方课程都是育人的重要
载体、内容、方式，校本课程实施对学生全面发展具有
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第二，积极引导教师参与校本课程研发。 教师既
是校本课程研发的主体， 也是校本课程的执行者，因
此，调动教师的积极性是促进校本课程研发的重要途
径，加强教师校本课程建设实施专业培训，提高教师
的校本课程研发能力非常重要。 只有将教师的积极性
充分地调动起来， 学校校本课程研发工作才顺利开
展，校本课程研发质量才会提高。 只有提高校本课程
研发质量，校本课程实施质量才有保障，校本课程实
施效果才会更加显著。

第三，创新教师校本课程实施方法。 加快教师课
程实施方式转变，积极提倡自主、合作、探究式的学习
方式，让学生从做中学，有效提高学生的动手操作能
力和创新能力。 积极构建校本课程实施共同体，鼓励
学校教师与校外专家共同实施校本课程，打破传统意
义上只有校内教师开展校本课程的模式，让学生享受
优质的教育资源。 积极与学生家长合作共同实施校本
课程，发挥家长在不同层面、不同领域的优势与特长。

3. 对家长群体的建议
第一，积极参与校本课程资源建设。 没有学生家

长的支持与合作， 学校校本课程资源难以丰富多样，
难以满足学校、教师、学生的发展需求。 因此，家校要
树立共同愿景，以共同愿景为发展目标，积极寻找课

程资源，为校本课程资源建设奠定重要基础。 组织家
长建设课程资源，通过组织家长围绕共同愿景建设课
程资源，弥补学校课程资源短缺。 发挥家长在不同专
业领域的优势，引导家长积极参与课程研发，开发形
成优质的校本课程资源。

第二， 积极参与校本课程实施。 在现实教育中，
“往往是学校教育一家独大，社会教育其次，而伴随人
一生的家庭教育却显得格外苍白或十分缺位”。［8］因
此， 要鼓励学生家长积极参与到校本课程实施中，在
校本课程实施前，鼓励家长建言献策、提供思路，保证
校本课程研发的适切性；在校本课程实施中，让家长
参与、监督，保证校本课程实施的规范性和实施质量；
在校本课程实施后，鼓励家长反馈信息、提供服务，对
校本课程实施提出改进建议，促进校本课程在今后实
施中不断完善。

第三，积极参与过程性评价。 学生发展是学校和
家长共同参与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家长要积极参
与学生课程学习效果评价。 在日常学习中，家长要监
督学生学习任务的完成情况，培养学生良好的学习习
惯，引导学生改进学习方式、提高学习效果；在学期末
时， 家长还要根据学生的平时表现情况进行评价，给
出评定结果， 为学校综合评价提供一定的依据参考，
弥补教师评价中存在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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