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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国 际趋势 ：

走 向核心素养为本

左 璜
（华南师范大学 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 ， 广东 广州 ５ １０ ６３ １ ） ）

摘要 ： 基于不 同 的价值理念 ， 国际上 已有的
“

核心素养体 系
”
大致可分为 四 大

类型 ： 成功生活取向的 思维核心 型 ， 终身 学 习取向 的知识核心型 ， 个人发展取向的

价值核心 型和综合性取 向的教育 系统型 。 围绕不 同 范型的核心素养体 系
， 结合本土

情境脉络 ， 各 国 或地 区均 开展 了 核心素养为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 具体 内容表现

在课程 目 标 的更新 、 课程 内容结构的调整 、 课程实施过程的创 新 、 课程评价 内容与

形式的 变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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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全球化 、 信息 化时 代与 知识社会的 来此基础上开启 了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

临 ， 国力竞争开始加剧 ， 以经济发展为核心 ， 致＿

力于公民素养的提升 ， 已成为世界各国面对的共

同主题 。 那么 ， 现代公民应该具备哪些最基本 、作为课程改革的 ＤＮＡ ，

“

核心素养
”

概念的

最重要的知识 、 能力与情感态度 ， 才能更好地促产生并非偶然 ， 它根植于传统的
“

能力为本
”

教

进个人 自我实现与成功地生活 ？ 如何更有效地培育改革历史中 。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后期 ， 美国 、 英

育公民 的这些知识 、 能力与情感态度 ？ 这些问题国 、 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 ， 先后掀起了 以
“

能力

已进
一

步转化为当下世界各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本
”

的教育改革 。 ８０ 年代后期 ， 各 国或地区

中无法规避的核心问题 ：
２ １ 世纪培养的学生应又启动 了

“

标准为本
”

的教育改革 ， 以保障最基

该具备哪些最基本 、 最重要的知识 、 能力与情感本的基础教育质量 。 然而 ， 随着时代的变迁 ， 人

态度 ？ 怎样才能更有效地培养学生使其具备这些们 的
“

能力观
”

在逐渐地发展 ， 基于传统基本素

知识 、 能力和情感态度？ 针对这一问题 ， 自进入养而发展起来的能力标准的局 限性渐渐地暴露 ，

２ １ 世纪以来 ， 世界各国包括
一些重要的 国 际组传统的知识与技能 目标显然无法囊括新时代对学

织都纷纷启动了学生
“

核心素养
”

的研究 ， 并在生学习结果的期待与要求 。 因此 ， 基础的知识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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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划 教育部青年课题
“

行动者网络理论视角下的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发展路径研究
”

（Ｅ ＩＡ１ ３０４ １ ７）

收稿 日 期 ：
２０１ ５

－

１０
－

１５

作者简介 ： 左璜 ， １ ９ ８ ０ 年生 ， 女 ， 湖南涟源人 ， 华南 师范大学基础教育培训与研究院师训部主任 、 副研究 员 ， 从事课程 与教学

基础理论 、 教师教育 、 网络学习哲学与心理学研究 。

？３ ９ ？



能 目标在各国 的教育 目标 中逐渐发展为
“

掌握核ｃ
ｉ
ｅ ｔｙ ）

”

所必须的 ， 并 以此为 出 发点 ， 遴选和

心 内容 、 培养态度倾向 、
运用整合推理

”

或
“

知建构起核心素养体系 ， 继而开展相应 的基础教育

识 、 能力 、 态度情感
”

三者的整合统
一

。 显然 ， 改革 。 可 以看到 ， 这种核心素养内容体系是
“

成
“

能力
”

的概念已 经无法代表新时期 的教育 目标功生活 取向
”

的 ， 其引 领的基础教育改革则 以

了 ， 这也就催生了
“

核心素养
”

这
一概念 。

“

思维
”

为核心而展开 。 比较典型 的代表是经济

概念中的
“

素养
”
一词 ， 指的是人们通过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ＯＥＣＤ ） 及其所属成

天的修习涵养 ， 形成具备一定知识 、 能力和态度员 国 、 日 本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 。

的过程与结果 。 它不等同于知识 、 能力 和态度 ，以经合组织为例 。 在综合 了不同 学科专家对

而是知识 、 能力 和 态度 的综合化形态 。 因 此 ， 核心素养的理论建构模型之后 ，

“

素养的界定与遴
“

素养
”

要比
“

能力
”

的意涵更为宽广 ， 可超越选 ： 理论与概念基础
”

项 目组 （以下简称
“

项 目

传统的知识和能力 ， 并能纠正过去重知识 、 重能组
”

） 从分析社会的愿景和个人生活的需求出发 ，

力 、 忽略态度的教育偏失 。

［
１ ］而

“

核心素养
”

， 则建构起了核心素养理论模型 ， 如图 １ 所示。

Ｍ

指的是较为核心而重要的素养 ， 即个体为了发展


成为
一个健全个体 ， 必须因应生活情境需求所不 Ｉ

「
景

成＿生活

可欠缺的知识 、 能力与态度 。

［ ２ ］

尽管 由于各国或匕
ＩＭｍＩ Ｉ

地区的文化背景存在差异 ， 各国在表述
“

核心素

养
”

时所用语言不尽相 同 ， 如 日 本的
“

生 叁 易Ｊ
＾
梦样性 ＾

自 主行动 用 工

４
健全的社会

力
， ，

， 美 国 的
“

２ １
ｓ ｔ

Ｃｅｎ ｔｕ ｒｙ
Ｓｋ ｉ ｌ ｌｓ

，，

， 等 ， 还有Ｌ

个人


全诔化
“

ｋｅｙｃｏｍｐ ｅｔｅｎｃｉｅｓ
”“

ｃｏ ｒｅｓｋ ｉ ｌ ｌ ｓ

”“

ｋｅｙｓ ｋ ｉ ｌ ｌｓ

’ ’

，

池他 ／ａ ＾， “ ■？
■

、 虫 來”曰图 １ 核心素养理论建构的模型
等等 。 但它们都

一

致地认同 ，

“

核心素养
”

就是^

在
－定时期 ， 娜觀Ｉ个体实现 自我 、 成功生 ｔｇ项 目组认为

１

要娜人醜功生辟健全社

与融人社会的最关键 、 重要的必备品格和关键能

力 。 它超越了传统断为主义教育 目标 ， 体现了
自地使用工具

Ｌ
能在社会异质团体中互动 、 能 自

全人教育理念 ； 它 内涵不断发展 、 成熟和优化的
￥行动 。 而这三大核心素养各有差异 ’ 但彼此之

动态过程 ， 凸显 了教細本质意义 ； 它更具權
１胃又有 °Ａ须＾＾是 ’以

明 的时代特征 ， 彰显个体与社会生命的活力 。
“

反思 ＿核 反胃是形成三大核心

素养的基础 ， 也是根本。

二
、 核心素养 内容体 系的基本类型基于这

一理论框架 ， 项 目组最终确定了其核

基于不同的价麵念 ，

“

核心素养
”

的具体＆素养Ｗ容Ｈ

形态也各不相同 。 国际上已有的
“

核心素养
”

内
表 １

，

心素养 指标

，

系


容体系大致可以分为四大类型 ： 思维核心型 、 知能互
＝

使用
ｍ

质￥ 能 自主地行动
指标工具团体 中互动

识核心型 、 价值核心型 、 教育系统型 。

１ ． 互动地使用语 １ ． 与他人建立
，

（
一

） 成功生活取 向 ： 思维核心 型言 、 符号 与 文 本 良 好 关 系 的
彳

当前世界各国人们均面临着新的生存挑战 ：二级
－＾

：

——

怎样才能更好地适应这个更新节奏快 、 变化不居指标
识

２ ？ 合＾的能力
个人Ｕ ｌ的

的新时代呢 ？ 基于此 ， 教育 目 的应该指 向培养人３ ． 互动地使用科 ３ ． 管理与 解决 ３ ． 维护权利 、 利益 、

以使其能够在未来社会中成功生活 。 正是立足这 ｜ ｜

技的能力｜

冲突的能力
｜

限制与需求的能力

样一种教育 目 的观 ，

一些组织 、 国 家或地区将秉持以
“

成功生活
”

为取向 的还有 日本 。 不
“

核心素养
”

界定为
一

个动 态发展的 、 整合 了知过 ， 日 本的核心素养理论模型与经合组织有所不

识 、 技能 、 态度 、 情感与价值观的集合体概念 ，同 。 它被定位于是 日 本人
“

能在 ２ １ 世纪生存下

它是 每 一 个 体 实 现
“

成 功 生 活 （ ｓｕｃ ｃｅｓ ｓｆｕｌ去
”

所必需的能力 ， 被称为 ２ １ 世纪型能力 。
其

ｌ
ｉ
ｆ ｅ ）

”

与建设
“

健全社会 （ｗｅ ｌ ｌ

－

ｆｕｎｃ ｔｉ ｏｎ ｉ ｎｇｓｏ
－

具体结构 ， 如图 ２ 所取 。

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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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理念保持
一致 ， 欧盟

＾
２ １ 世纪型能力 ２００ １ 年起正式成立研讨核心素养 的专业工作小

实践能力组 （ Ｗｏ ｒｋ ｉｎｇ
Ｇｒ ｏｕｐ

Ｂ ，
ＷＧＢ ） ， 历经 ５ 年的发

＾
于＿ 年发布 了

，
素养的研究报告 《终

／决和发现明的能 力 、 做力 、
逻 彳

＼身学习核心素养 ： 欧洲参考框架 》 （ ＫｅｙＣｏｍｐｅ
－

／维能力 、
批刿 思维能力 、

元认知
、
适应 力 ＼．

Ｉ／

＼ ＼ｔｅｎｃｅｓ ｉｏｒＬ ｉ
ｆｅ ｌｏｎｇ

Ｌｅａｒｎ ｉｎｇ ：
ＡＥｕｒｏ ｐｅａｎＲｅ ｆｅｒ

－

ＶｌＪＪｅｎｃｅ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 全面定义 和 丨全释了欧盟终身
數 能

ｊ
学习 的八项核心素养 ： 母语交流 、 外语交流 、 数

学素养和科技素养 、 数字化素养 、 学会学习 、 社

图 ２ 曰 本的 ２ １ 世纪型能 力模型交和公 民素 养 、 主动 和创业意识 、 文化意识与

一


＿

＿


＿


＿表达 。

［
６
］

＾

口 图
＾
所
〒

’ 用
ｊ圆 表

＾
二

，巧
能力 关由上可见 ， 不管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七大

系 ，

〔

基础能力
”

撑着 思
，

能力
”

，
而

“

实
＾ 学习领域还是欧盟的八大关键素养 ， 都凸显了学

ｇ力
’’

则引 导着
“

思维能力
”

。 并且 ’ 为 了表７Ｋ３对象 ， ｇ 卩

“

课程
”

。 这也是知识导向 的核心 素
餓力与 ２ １ 世纪型能力的紧密关系 ， 将其放胃

养指标体系的血型特征
于＿最上方的位＃ 。 同 时 ’ 这三个

（三 ） 个人发展取 向 ： 价健心型
的 ， 这意味着 ， 无论什么样的课程 ， 都必须强调无论是

“

成功生活
， ，

取 向还是
“

蛛身学习
”

＿ ， 它们都最终指向人的完整实现 恤 ｃ＿
－

力
，

，

，

旨在培＃
＿

具备
‘

、

‘

适应 ２ １ 世纪 生活 的 日 本
ｐｌ ｅ ｔ ｅ ｆｕｌ ｆ

ｉ
ｌ ｌｍ ｅｎ ｔｏ ｆｍ ｅｎ ） 。 只 不 过 ， 在上述组

以 自 主 、 合作 创作 为轴心 的终
织 、 国家和地区 ， 教育 的社会功能 （经济或政

＋
治 ） 都 明显超越了个体发展功能而凸显为主要 的
（

二＾二 雖导 向 ， 引领核心素养的研究与发展 。 因 此 ，

ｍ
的

健国家 、 地区从个人发展作为核心素养建构 的

价
根本价值取向 。 新加坡就是

—

个典型 的例子 。

、、曰你 》 （ 丄ｈｅＤｅｓｉ ｒｅｄＵ ｕｔ ｃｏｍｅ ｓｏｉＥｄｕ ｃａｔ ｉｏｎ ） 基

＾ 础上 ， 又提 出 了 ２１ 世纪的学生核心素养新框架
全
＾
界所有儿里 、 目 年 、 成年人提供优质的基础ｆｒａｍ ｅｗＱ ｒｋｆｏｒ２ １ｓ ｔｃｅｎｎｃ ｌ ｅｓ

教育 。 隱
“

全民贿
”

运动的发展 ，
遞 年 ， 联

ａｎｄｓｔｕｄｅｎ ｔ旨 ：^

的研究 。 在征询了 至少来 自 ５ ７个国家的将近 ５００

位代表的意见后 ， 特设Ｘ作组确定了核心素养指标

体系的七个学习领域 ， 见图 ３ 。

［５ ］ ：％、
？

ＩＩＺ自 我意识＼

ＩＬＬ
⑶核

，
自細 ！

中学教育自我决策核心

＼／价值观龙

社会＼
小学 段育

＇

／財／

＼幼儿敦育／^

Ｉ

．

、、／
Ｉ

图 ３联合国核心素养的学习 领域框架图 ４新加坡 ２ １ 世纪素养的结构模型

？４１？



在模型的最外围 ， 是核心素养发展最终要达识的基础之上 。 因此 ， 也就有了上面框架的第二

成的 目标一促进人的发展 ， 使学生发展为这样部分 ， 即彩虹的 内环部分 。 它 阐释的是培养核心

的人 （ １ ） 自信的人 ： 对正确与错误有很强的分素养的内容 ， 包括
“

核心科 目与 ２１ 世纪议题
”

。

辨能力 、 适应环境 、 了解 自 己 、 独立且批判性地核心科 目 主要包括英语 、 阅读和语言艺术 、 外

思考 、 有效交流 。 （ ２） 自 主学习者 ： 在学习过程语 、 艺术 、 数学 、 经济 、 科学 、 地理 、 历史 、 政

中具有质疑 、 反思 、 坚持 、 负责的态度 。 （ ３ ） 积府与公民等 。 同时 ， 在保留传统核心课程的基础

极贡献者 ： 在 团队 中高效工作 ， 具有革新精神 、 上 ， 还增加了５ 个 ２ １ 世纪议题 （全球意识 、 理

首创精神 、 为 了追求卓越而具有 冒险和进取精财素养 、 公民素养 、 健康素养 、 环保素养 ） 。 为

神 。 ⑷ 热心的公民 ： 有强烈的公民责任感 、 熟了更好地落实和推进核心素养 ， 这一体系 中还提

知新加坡和世界各 国 、 积极参与到改善提髙周围出 了 四大支持系统 ： ２１ 世纪标准与 核心素养的

公民生活条件的活动中去 。评价 ， ２ １ 世纪课程与教学 ，
２ １ 世纪教师专业发

为了实现这
一理想 的教育 目标 ， ２ １ 世纪 的展 ， ２ １ 世纪学 习 环境 。 这正是 图 ５ 中 的 底座

新加坡教育应以价值观为核心 ， 培养学生的 自我部分 。

意识 、 自我管麵ｇ力 、 社会性意识 、 人际素养以由上可知 ， 美 国的核心素养体系是将核心素

及 自我决策等核心素养 。养 、 核心素养依托的内容 、 核心素养的支持系统

（四 ） 综合性取向 ： 教育 系 统型融合在
一

起 ， 建构起了 以核心素养为本的整个教

与前三者均不同 ， 美国所提出 的核心素养体育系统 。 这种综合性取向的建构显然更有利于核

系是
一

个完整的学 习 蓝 图 ， 也被称为
“

２ １ 世纪心素养的落实与推进 ， 也更具有课程改革的实践

学习体系
，，

。 它 以核心素养为 中轴 ， 包括学习 内指导性 。

容的科 目 与主题 、 学４结果 的指标以及强大的学三 、 以核心素养为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
习支持系统 ， 见图 ５ 。

［ ８］

主要内容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指标体系 ， 世界各国和

生活和核心科 目 和２ １ 世纪主題信息 、地区纷纷启动 了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 尽

管各国或地区因本土情境脉络的不 同而形成了不

标准和精同的改革路径和方式 ， 但总体而言 ，
以核心素养

为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内容主要包括以下几个

学 ｇ 坏＊方面 。

（
一

） 课程改革 目 标的 更新
图 ５ 美 国 ２ １ 世纪学习体 系 （学 习 结果与支持 系统 ）幽＋杜 ， 輿生祕 士

－

片 本 士 由 曰播古 ４？立至
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系本质上就是教育培养

如图 ５ 所示 ， ２１ 世纪学习体系主要包含三目标的具体化 ， 也是指导课程改革 的方针与根本

个部分 ， 图中彩虹部分的外环呈现的是学生学 习导 向 。 目前 ， 国际上将学生核心素养研究成果应

结果的内容 ， 即核心素养的指标成分 ， 其主要包用于课程改革的途径主要有两种 ： 直接指导型与

括
“

学习和创新素养
”“

信息 、 媒体与技术素养
”

互补融通型 。 所谓直接指导型 ， 就是将核心素养
“

生活与职业素养
”

三个方面 （具体指标内容见指标体系直接作为课程改革的基础框架 ， 指导国

表 ５
） 。 这三个方面主要描述的是学生在未来工家的课程改革 。 如法国在 ２００ ６ 年 ７ 月 １ １ 日 正式

作和生活 中所必须掌握的技能 、 知识和专业智通过并颁布 了 《共同基础 法令 》 ， 以教育法的形

能 。 我们将其称为
“

核心素养
”

， 它是内容知识 、 式将核心 素养指标融人课程 目 标之中 。 与之类

具体技能 、 专业智能与素养的融合 。似 ， 匈牙利教育文化部于 ２０ ０７ 年颁布了 《 国家

然而 ， 每一项 ２ １ 世纪核心素养 的落实都需核心课程 》 。 新西兰在 ２００ ７ 年正式颁布了 《新西

要依赖核心学科知识的发展和学生理解 ， 因为批兰课程 》 （ ＴｈｅＮｅｗＺｅａ ｌａｎｄＣｕｒ ｒ ｉ ｃ ｕｌｕｍ ） ， 其中

判地思考与有效地交流都必须建构在核心学科知正式提出 了五种核心素养 ， 并建构了相应的发展

？ ４２？



核心素养的网络 。 然而 ， 这些国家在开展核心素系 ， 提出了分化到各个年龄阶段的具体化课程 目

养为本的课程改革时 ， 核心素养 目标并未具体标方案 。 以其 中 的
“

自律活动力
”

这
一

指标为

化 ，
也还未真正结合具体的学段课程 目标 。 与之例 ， 它在

“

个人
”

维度上具体化到各个学段 ， 其

不同 ， 日本基于新近提出的学生核心素养指标体表述见表 ２
。

［？

表 ２ 在学校各阶段需要培养的实践能力及共享价值

｜小学中 学

低年级 ｜高年级
＾

初中｜高中

【生 活 习 惯 】 【健 【生 活 习 惯】 【健 【生 活 习 惯 】 【健 【 生 活 习 惯】 【健
［

〒－

】

－

ａ
．

？

絲 Ｊ＊ 

？

倾Ｊ＊
？

賴１Ｉ
？

減１

ｉｉｉ

＊识 自 我调 养成 基 本 生 活 习 自 己能做 的事情 自 养成 良好的 生活 习 养成有节制 的 生 活

自＾
决策惯 ，

注 意 健 康 己 来 做 ， 仔 细 思 惯 ， 追求身 心 的进 习 惯 ， 针对 身 心的

生活 。考 、 过 有 节 制 的 步 ， 生活中 注意 分 健康状态采取适当

＊＾【价值】力 ］４ ？活 。

ＬＡ在 日 常 学 习 和 生 活 【计划执行力】【计划执行 力 】【计 划执行力 】

＾

＾中培养 。找到 目 标 ， 在 日 常 拥有朝 着更 高 目 标 努力 完成 自 我探 索
自 尊

？

自＃……生 活 学 习 中 为 此 踏 实 地 努 力 的 决 与 自我 实现 ， 为 了

张杨个性不屈不努 力 。心
。 根据实 际情况 实现 目 标而 制 订计

挠上进心
……调整计划 。划 并予 以评价 。

这样的分阶段化 目标体系 ， 便于加强不同学者达到融通的状态 。 我们把这
一

类型称为
“

互补

段课程 目标之间的有效垂直衔接 ， 实现课程目标融通型
”

。 例如 ， 美国 的 ２１ 世纪核心素养联盟为

体系的
一

致化 。了更好地将核心素养融人学校教育系统之中 ， 就

当然 ， 由于许多国家和地区在学生核心素养努力 沟通核心 素养指标与共同核心州 立标准

研究成果未 出来之前 ， 已经启动新课程改革 ， 颁（ ＣｏｍｍｏｎＣｏｒ ｅＳｔａｔｅＳｔａｎｄａｒ ｄｓ ，ＣＣＳＳ ） 。 建构

布了相应的课程标准 。 因此 ， 在实现核心素养为了各核心学科的核心素养课程 目标 ， 以英语学科

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时 ， 主要以互补的形式将中部分核心素养 目标为例见表 ３ 。

「％．

核心素养指标逐渐渗透进课程标准 中 ， 进而使二

表 ３ 美国英语学科中部分核心素养学 习 目标

核心
｜ ＾ ^

学 习与创新素养信息 、 媒体与科技素养生活与职业素养
？ 科


？ 提 出新想法 ， 交流观点 。？ 获取 的信 息 不 得违 背？ 在含义模糊 不 清和优先
创造

？ 学 习 中表现 原 创性 和道德和法律 。灵活
考虑 因素 变化的情况 下 ， 能

英语
力与

％新性 。信息
？ 精 确 有效地 利 用 已 有

性与
灵活应对

騎
？ 提 出 创 新 想法 ， 在 新

素养
信息解决 问题 。触

隸
械做 出 贡献 。＆

总的来说 ， 美 国的学生核心素养就是以互补有着不同的做法 。 比较典型的有两种 ： 整体分布

的形式渗透进已有的学科课程 目标中来得以落实与局部分布 。 前者以澳大利亚为例 ， 它将核心素

和推进的 。养落实的程度分为三个层次 ， 要求所有课程都要

（二 ） 课程 内容结构的调 整实现核心素养的课程 目标 ，
只不过存在程度水平

从课程改革的实践路径来说 ， 课程目标的落的差异而已 ， 见下页表 ４
。 很显然 ， 这样的一种

实必须通过课程结构与分布来得以完成 。 因此 ， 结构分布使得核心素养 目标的实现得到巩固和加

在更新了课程 目标之后 ， 如何将其以更加合理的强 ， 然而其不足之处就是难以 凸显学科特色 。

方式分布在各学科课程之中 ， 是所有改革者都必我国的台湾地区则是采用局部布局的方式 ，

须思考的问题 。 在改革过程中 ， 不同 国家或地区不同的学科所负责培养和落实的核心素养 目标有

？４ ３？



所不同 ， 所有学科综合起来统
一实现培养 目标 。续表

他们以各教育阶段垂直连贯和各学习 领域水平统 Ｉ

人类社会及
Ｉ ，＾ｄＩ

＂

 Ｉｃ，
ｏ〇

＞
〇 ＞ ／

整的理念 ， 考察不同学习领域之特性 ，
逐步发展环境


出 Ｋ－

１ ２ 各教育 阶段数学 、 自然 、 艺术 、 国语人格发展
、
健

１４６
２

、 ３ 、

文 、 英语文 、 社会 、 综合 、 健体等学 习领域之胃雜育
—

“

领域／科 目核心素养
”

和
“

领域 ／科 目核心素养艺术创造１ 、 ２ 、 ６ 、 ７３４ 、 ５

指标
”

见表 ５ 。

［ １ １ ］设计与技术１ 、 ２ 、 ６ 、 ７ ３ 、
５４

表 ４ 澳大利亚学科课程落实核心素养的分布图
￣

３ 、 ４ 、

关联性基本学
￣
＾￣

ｍｍ
｜

微弱语言２５
，
６

，
７

习领域（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 ｓ ｉｇｎｉｆ ｉｃａ ｎｔ ）（ｍｉｎｉｍａｌ）
^

——— 

ｔ
￣

ｃ

￣

备注
：
七种核心 素养分别 为 ：

ｉ ． 收集 、 分析 与 组 织



＾

￣￣

２

￣￣

＾

 信息 的素养 ；
２ ． 沟 通 观 念与 信 息 的 素养 ；

３ ． 计划 及组

数学
＇

３ 、 ４织 活动 的 素养 ；
４ ． 与 他人合 作及 在 团 体 中工 作 的 素养 ；

：ｌ

＇

２ ，４ ，５ ． 运用 数 学 概念 及 技术 的 素养 ；
６ ． 运 用 科 技 的 素养 ；

科学
｜

５ Ｗ
＇

 ｜

３７ ． 解决 问题 的素养 。

表 Ｓ 我国台湾地区核心素养在课程 中的结构分布

＼＾ １
（＞Ａ 沟通互动Ｂ 社会参与

Ｃ 自主行动


Ａ１Ａ２Ａ３Ｂ１Ｂ２Ｂ３ＣｌＣ２Ｃ３

＼语文表资讯科艺 术欣公民责人际关国 际理身心健系统思规划执

学 习＼达与 符技与媒赏 与 生任与道系 与 团解与 多康与 自考与 问行与 创
领域
＼ 号运用体素养活美学德 实践队合作元文化我 实践题解决新应 变

数学Ｖ


Ｖ


自然与Ｖｖ
生活

ｖｖ

２术与ｖｖＶ
人文

国语ＶＶ

英语ＶＶ

社会ＶＶＶＶ

综合活动ＶＶＶ

健康与ＶＶ

一

体育Ｉ

Ｉ Ｉ

 Ｉ

通过合理分配核心素养 目标 ， 各学科着重落实施 。 因此 ， 核心素养为本的课程改革必然要重

实培养和实现某
一

或某两种核心素养 ， 综合实现视课程实施的过程 。 目前 ， 在
一些国家和地区已

核心素养培养 目标 。 与整体分布相较而言 ， 这样经率先开启这
一

领域的尝试性探索 。 例如 ， 在 日

的结构分布更能凸显對斗離的特色 ，
也减轻了各 本 ， 针对 ２ １ 世纪型能力的培养 ，

也就是核心素

学科所承担的 目标任务 。 当然 ， 它存在的不足就是养的培育 ， 该国十分强调学习过程的质量 。 有研

核心素养 目标本身的系统性就相对被弱化了 。究报告指出 ， 假如我们认定学习 的要素包括学习

（三 ） 课程 实施过程的创新的 内容 、 学习活动 、 方法手段、 素质能力 的话 ，

影响课程改革质量的最关键因素还在于课程那么学习指导过程可 以用图 ６ 来表示 。

［
９
］

？４４？



科课所学的电流与电压的关系为例 ， 如何培养核

６素养 （ ２１ 世纪型能力 ） 呢？ 在考虑中学生 的
＾－

ｖ思维能力的同时 ， 教师应尽可能参照
“

各发展阶

图 ６ 学习 指导过程段需要培养的思维能力 （草案 ）

”

进行学习指导

基于这样的学习指导过程 ， 以中学 ２ 年级理过程的设计 ，
下面以 电流与电压这

一

课为例 。

表 ＜
５ 电流与电压的关系学 习指导过程

￣

｜学习 内容学习活动 ｜

方法手段
丨核心素养

^

ｓ
通过调 节 电 压与 电 阻 、 准备 不 同 种类 的灯 泡和 电 么 ＊古从如

－

口 你 山

ｆ 电 流 的 数值来探 究 灯 池 ， 发现灯泡 亮度的差 别 。

入
泡 亮度的决定 因素 （ 小 学五年级课程 ）

针对电流与 电压的 关 系 ， 使
条件限制

展 电 流 与 电 压 的 比 例 用 不 同 种类 的 导线 、 电 流 能够？测 结果

开 关 系表、 电压表、 电 源让电压产 ｆ ２ 篡能够把握规律



生变化 ， 并测定电 流 。



电 流 、 电 压 、 电 阻 有 根据结 果制 作表格 ， 或 通

蕞
关

它 们

含

利
发现规‘ 根菘推理判断预测的结论是否正确

输 财么麻树驗物齡 。



进行表述时能够考虑到议论的论证手法

回对不 同 状 况的 重现性和妥 建立关 系把握主 旨 与 主张

顾


善行进行说明 。



多 角度观察 把握现象 间的 关联性


说 明
：
原 本学 习 活 动 是 多样性 的 ， 应该就其 多 样性进行表述 ， 但在这 里 ， 由 于 重点 考 察

“

电 流 与 电 压
”

的 授课

过程 中 能够获得 的素质 能 力 、 运用 的方 法手 段 ， 因 此 只保 留 了 其 中
一 部分必要 的数据 。

可 以看出 ， 以核心素养为本的课程改革在实质量 ， 因而 以核心素养为本的课程评价其内容与

施过程 中 ， 围绕
“

核心素养
”

，
不仅要求教师能形式也必须根据核心素养 目标而进行变革 。 值得

够丰富教学内容 ， 更要求教师能够将挖掘深藏知
一

提的是 ， 核心素养不仅可教可学 ， 而且具有可

识形态下的核心素养 ， 以此来进行教学设计 。测量性 ， 即可以进行评价 。 根据国际组织 、 各国

与此同时 ， 活动形式的创新设计以及教学评及地区的经验 ， 已有的学生学业质量评价指标需

价的差异设计也能为
“

核心素养
”

这
一

目标的实要根据核心素养指标体系做相应的调整 ， 包括测

现来服务 。

． 例如 ， 澳大利亚的数学课教学 ， 十分评内容和测评手段的改革 。

强调通过学习 活动来促进核心素养和就业技能的首先 ， 变革评价内容是最直接的改革路径 。

形成 。 学 生在学 习 教育证 书 制 度 （Ｖｉｃｔｏｒ ｉａｎ以经合组织为例 ， 在 ＤｅＳｅＣｏ项 目提出核心素养

Ｃｅｒｔ ｉｆ ｉｃａｔｅｏｆＥｄｕｃａｔ ｉｏｎ ，ＶＣＥ） 数学过程时 ，指标体系 之后 ， ＰＩＳＡ 项 目则在此基础上对阅

都必须要开展几种学习活动 ， 主要包括 ： （ １ ） 运读 、 数学及科学素养进行了新的界定 ， 同时也发

用数学知识和技能的活动 ；
（ ２ ） 建模 、 调查和解展了 已有的评估 内容和手段 。 修订后的素养概念

决问题的活动 ；

（ ３ ） 使用技术的活动 。界定 ， 如表 ７ 所示 。

总而言之 ， 在以核心素养为本的课程改革表 ７ＰＩＳＡ 中对数学 、 阅读与科学素养概念的最新阐释

中 ， 课程实施的过程给予了教师更多 的创造空为 了 实现个人 目 标 、 发展个人知识与潜 能 、

间 ， 从教学 内容的选择和开发 、 教学过程的设计阅读素养 社会参与 而理解 、
运 用和反思文本的

到教学活动或学习活动的展开 、 教学评价任务的认识和理解数学在现代生活 中 的地位 ， 做

设计等等 ， 教师都可 以 围绕促进学生
“

核心素数学素养
出有充分根

堡虼
判 断 ， 有效地运用 数学 以

养
”

发展的这一 目标来进行创新 ， 从而真正实现

课程改革的 目标。运 用 科学知识 、 发现科学 问题与 得 出 有证

／
ｒｒｒｔ 、 Ｖ人 ｒｆ＊—ｆｃ： ＪＴ７十 ｉｔｆｒｆ 

ｉ

＇ｗ
ｉ Ｔ± ｒ据的结论 ，

从 而 帮助我们理解 自 然界 ， 对
（四 ） 课程评价 内容与 形式的 变革科学素养

其作 出 决 策 ， 并 通过人 的 活 动 对 其进行

课程改革的成功与否最终都要看学生学习的 丨１

改造 。



？４ ５？



基于这
一

最新的素养概念 ， ＰＩＳＡ项 目组正的研究報告書 ３ ？

？ 社会０变化仁対応ｔ Ｓ 資質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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