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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路与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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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浙江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历程和内容

2006年

启动高中新课改实验。

2009年

调研发现，推进与改革目

标要求还存在较大差距。

2010年

提出坚持以生为本、因材

施教，增加教育选择性，

促使学生在共同基础上有

个性地发展，实现人人成

才,办好适合学生的教育。

2012年

2012年6月，启动深化普

通高中课改，减必修增选

修，推进选课走班。

2014年

9月，启动高考综合改革试

点，实行选考与多次考试。

11月，启动浙江省中等职

业教育课改。

2015年

4月，启动深化义务教育课

程改革。

将选择性教育贯穿各

个学段的教育，推进省

属高校、中等职业学校

和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

课程改革。



一、浙江省深化普通高中课程改革历程和内容

一个核心

创造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

促进高中多样化、特色化发展

实现学生在共同基础上有个性的发展

两大改革目标

将更多的课程选择权交给学生

将更多的课程开发权交给老师

把更多的课程设置权交给学校

三个课改策略

学生如何学会选择？

教师如何开发课程？

校长如何构建特色鲜明的课程体系？

学校如何创新教学管理？

四大挑战

调结构，为学校培育特色、学生个性发展创造可能；

减总量，为选修课程腾出时间和空间；

优方法，扩大学校课程自主权，实行选课走班和弹性学制；

改评价，建立学业水平考试和完善综合素质评价等制度；

创条件，整合各种有利于推进深化课改的资源

五大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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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

研究

指导

服务

最终目的是保障基础教育教学质量

“研究”强调先行，研究教育教学中的实践

问题

“指导”强调研究基础上的指导，主要是指

导学校和教师的课程建设和教育教学实践；

“服务”强调了教研部门专业服务的角色定

位，即通过服务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及其教

师，为教育教学质量提供保障。

二、我们能做什么：以教研提高课改专业性



1.研究：关注新问题，攻关难问题，解决真问题

关注新问题：以普通高中生涯规划教育研究为

切入，凸显选择性思想。

攻关难问题：组建课改、考改难点攻关团队，

对改革过程中的主要问题进行研究专题研究。

解决真问题：以课程开发为抓手，关注四大类

选修课程，提供选修课程开发具体案例。



生涯规划教育

 生涯规划课程走向专业，生涯规划课程群和学科

渗透课程成为主要研究方向；

 生涯规划教师培养逐渐系列化，专业教师培养体

系研究正在进行；

 学生生涯体验内容和方式不断丰富，直接、间接

体验方式和内容丰富具体，新技术开始支持体验

新方式；

 生涯规划走向深入，学业规划成为高中生涯规划

教育核心要素。

（1）关注新问题，以普通高中生涯规划教育为例



（2）攻关难问题，组建专题研究小组

1 学校课程体系。

3 有效开展生涯规划教育问题。

协

同

行

动

研

究

2 合理安排学校课程修习问题。

5 学生过程性评价问题。

4 教学班管理制度问题。

6 统筹安排学科教师问题。

7 教师评价问题。

8 构建注重过程与发展的教学质量监控体系的问题。

9 学校教学资源保障问题。



（3）解决真问题：以选修课程开发为具体抓手

选修课程框架及案例丛书

 统一规划四类课程，科学制定课程方案的具体要求,

进一步清晰四类课程的定位

 以学科为轴心，分层分类建构学校课程体系，制定

选修课程框架，与教师一起编写选修课程具体案例。



2.指导：以学科基地建设为抓手，完善资源建设

开展学科基地建设。开创了一条由内涵

发展向实体配建的学科基地学校培育新

路径，选择99个学校作为深化课改典型

试验校。

开发学科教学指导意见。各学科按照改

革精神修改浙江省学科教学指导意见，

明确了教学要求，对稳定教学秩序起到

重大作用。

完善资源建设。做好高中精品选修课程

建设（600多门），配合做好高中精品

选修课网络课程建设（1234门）。

学科 学校 学科专业教室

语文
杭州高级

中学
张抗抗青少年写作培育基地/语文学科写作专业教室

数学 温州中学
数学学习体验中心：几何学体验室、应用探究室和数

学文化长廊

英语 湖州二中 数字化多媒体互动语言实验室

物理 天台中学
物理科学走廊/大学先修课程实验室/现代物理技术馆/

物理竞赛实验室

化学
杭州第二
中学

化学创新实验室/化学探究实验室/化学分析测试中心

生物
杭州第十
四中学

生命科学探究性实验室/人体生命科学馆/开心农场/ 

光合作用实验室

思想

政治

嘉兴高级
中学 思想者之家

历史
浙师大附

中 历史学科教室（3个）

地理
桐市茅盾
中学

地球、地质地貌模拟室/水文、气象、土壤实验室/  

人文地理活动室



2.指导：以学科基地建设为抓手，完善资源建设

提供资源支持

普通高中选修课程网

络平台。Zjer.cn

普通高中免费下载。

目前有1234门选修课

程。

总访问量超过841万

人次。



3.服务：配合省厅相关部门，做好宣传、培训、跟踪研究

分级分层实施培训，确保改革有基础、有实践。

分别组织市县教研室主任、普通高中教学副校

长和教务主任、全体高中教师等多层次培训，

侧重不同角度，关注不同问题。

以巡查为切口，以联系制度为保障。省教研室

配合省厅每年开展一次深化课改专项巡查，挖

掘典型、发现问题。同时我室还组织建立高中

教研员联系制度，全省561所普通高中至少配备

一名市县高中教研员指导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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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定位

回归学科研究；回应课改难题

两个着力点

方向意识、问题意识、创新意识

三个意识

加强课程育人的研究和指导；

加强课程建设的研究与指导；

加强课堂教学的研究与指导；

加强评价技术与机制的研究与指导；

加强对乡村中小学教育教学的研究与指导。

五方面工作

新时代浙江省中小学教研的思路

为浙江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专业支持



三、我们还想做什么：学科核心素养落地

01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

的差异化课程体系

02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

个性化学教体系

03

基于学生自主发展的

新型教学管理体系



1.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差异化课程体系

01

以学科核心素养和新课标为指导，引导学校构建基于

学科核心素养的差异化课程体系，修订《浙江省普通

高中学科教学指导意见》等教学用书

02
以学科教室为基地，建构丰富、动态、立体、模糊年

级界限的活课程。

03
借助现化信息技术、慕课资源和学科教师团队，建立

跨年级、纵向贯通的、个性化的在线课程。

水文气象土壤实验室

茅盾中学学科专业教室



2.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个性化学教体系

坚持一个核心：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学教方式（改

革以知识点为体系的教学，以大任务、大主题教学

设计，加强整合，体现素养的综合性）

建立两方面关联：教-学-评的一致性； 情境-任

务-知识的关联性，开发“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

教学设计案例”丛书

进行三方面探索：基于移动学习、混合学习、

项目学习、体验学习、探究学习等 个性化、多

元化的学习方式探索；基于学科核心素养水平

划分的“精准教学”的探索；基于学业质量标

准的“诊断与改进”探索。



2.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个性化学教体系

素养为本的

“教-学-评”一致性研究

形成性评价嵌入教学过程；

及时且有针对性的反馈；

单元测评时要突出任务完成。

理想模型

思
维
路
径
一
：
教
学
评
一
致
性



2.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个性化学教体系

思
维
路
径
二
：
情
境-

任
务-

知
识

素养观照下
“情境-任务-知识”的关联

真实情境：包含目标、问题、任务的

真实情境；教学情境与评价情境。

有意义的任务：真实情境中的问题解

决；引起兴趣、诱导深度学习、引出

评价信息；可分层级、并列任务。

指向知识的应用或问题解决：学以致

用；学+习=学会。



2.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个性化学教体系

开发“指向学科核心素养的
教学设计案例”丛书



2.基于学科核心素养的个性化学教体系

思
维
路
径
二
：
情
境-

任
务-

知
识

案例 2017年12月高中化学疑难问题解析现场会



3.基于学生自主发展的新型教学管理体系

1

3

4 2

01 生涯规划教育（针对性、有效性）；

02 教学班+行政班“双轨”制（多样化助学、个别化学

习和辅导）；

03 学生自主-统筹三年-按学力选课走班”教学体系；

“跨年级-课程”教研（系统性和连续性）；

04 智能化教育管理系统。



培训

谢 谢 聆 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