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课程开发中促教师专业成长
常州市解放路小学

　 　 一、概况

课程建设是学校内涵发展的核心。如何增强教师的课程意识，提升教师的课程开
发能力，我校“头奥”项目组率先尝试，把“头奥”这项竞赛活动发展成一门启迪智慧的
特色校本课程，成功申报“市头奥课程基地”。以上实践的成功，使我们感受到课程开发
对学校、教师、学生发展的重要价值。我们开始思考并践行如何基于国家政策、基于课
程目标、基于学校办学追求、基于学生成长需要，整体规划学校课程建设。几年的实践，
初步取得了一些经验：一是确立新的课程理念，课程即机会，是给学生与教师提供创造
发展的机会；二是注重整体关联，学科融通，要打破学科壁垒，关联学生生活，关注儿童
整个精神生活；三是创新课程实施模式，变革组织形式，探索弹性课时，拓展实施空间。

　 　 二、内容

　 　 （一）特色课程基地先行先试
“头奥”全称为头脑奥林匹克（ｏｄｙｓｓｅｙ ｏｆ ｔｈｅ ｍｉｎｄ），是一项国际性培养青少年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项目。我校于２００７年１０月引进该项目，头奥参赛队出征国内外赛
场，成绩优异，参赛队伍逐年扩大。“头奥”项目组的老师在比赛训练中充分感受到头奥
的价值追求与学校“解放文化”的核心理念吻合，能让学生好奇创新的本性得到彰显，
让学生个性发展的可能变为现实，于是大胆尝试把头奥发展成一门启迪智慧的特色校
本课程，让头奥从“少数专利”到“惠及全体”。
２００９年起一、二年级尝试头奥课程；２０１１年按低、中、高三个年段，编写了三套头奥

读本；２０１２年立体架构了头奥校本课程体系，普惠课程，学生必修，年级实施，体现基础
性；升级课程，学生选修Ａ类，社团开展，体现选择性；旗舰课程，学生选修Ｂ类，项目推
进，体现个别化。同时，完成了６大主题，３６个教学资源包建设。满足了不同兴趣、不同
水平孩子的需求。

头奥项目组还积极创新头奥实施方式，致力探索头奥评价机制，通过２２１６工
程———２场馆（头奥馆和水中头奥馆）、２空间（教室创意空间和校园创意空间）、１网站、
（头奥网站）、６基地（校外实践基地），精心打造头奥创意广场，学校成功申报常州市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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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课程基地。
头奥校本特色课程的开发，课程基地建设为学校的发展注入了活力，为学生的成长

发展开拓了空间。整个头奥项目组教师在头奥校本课程开发中，课程意识增强了，课程
开发的能力提高了，在跨领域、跨学科的开发与实施中，教师自身的知识结构更新了，研
究视野开阔了，解小的校园掀起一场场头奥课程风暴。
　 　 （二）学校课程建设联动发展

头奥特色课程的先行先试，让我们感受到课程开发对于学校实现办学理念，凸显办
学特色，向学生提供丰富多样的教育，促进教师的发展有着重要的价值。因此，学校管
理团队把课程建设作为学校进一步发展的核心，对学校课程体系联动发展有了明确的
思路，我们努力提升自身课程领导力，基于国家政策、基于课程目标、基于学生发展需
要，基于学校特色，尝试整体规划学校课程框架。

解放路小学课程框架（试行）
类别 具　 　 体　 　 课　 　 程

必
修
课
程

国家课程 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美术、科学、信息、品德、综合实践等
头奥课程Ａ 普惠系列：纸的系列、石头系列、木头系列、金属系列、语言系列……

生活课程Ａ
低年级：礼仪课程、绘本课程、游戏课程……
中年级：家政课程、阅读课程、戏剧课程……
高年级：社区课程、演讲课程、电影课程……

选
修
课
程

头奥课程Ｂ
升级系列：小小造型家、小小结构王、小小表演家、小小金手指、小小工程师
……
旗舰系列：机械设计、可变结构、艺术表演……

头奥嘉年华 奥利匹克艺体节、奥利匹克数学节、奥利匹克梦剧场、奥利匹克竞技场……

生活课程Ｂ

低年级：烹饪、陶艺、Ｅ时代、线描、花样跳绳、数棋乐园、英语口语、小古文
……
中年级：击剑、国际象棋、写生、乔丹计划、小数报俱乐部、馨语文社、软笔
……
高年级：神秘博物馆、声乐、足球小子、科技模型、兵法攻略、快乐编织、鼓号
……

　 　 （三）教师开发课程且行且思
在学校课程建设联动发展中，学校管理层认识到唤醒教师的课程意识，提升教师课

程开发的能力不仅对学校课程建设起着关键作用，也是寻求促进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最
有效的途径。早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西方就有学者认识到，“课程改革不能离开教师，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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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教师发展就没有课程发展”。学校管理层认为站在课程开发的高度上来提升教师的
专业化水平，既是时代的呼唤，也是教师专业化发展的实际需求。

学校积极倡导树立“学校即开发”，“教室即开发室”，“教师即开发者”的理念。鼓
励教师积极参与课程开发与实践工作，给教师赋权增能，扩展了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
为教师主体地位的确立和创造性的发挥搭建了一个宽阔的“平台”。同时，学校加强培
训，指导教师从教育实践出发，面向学生成长需要，发挥自身的兴趣特长，根据所处的教
育环境，开发出富有特色的微型课程。

教师从自身的学科出发开发课程。如张钰老师开发的《趣味对联》微课程，带领学
生穿越千年，探寻中国的古典文化；严菁老师开发的《绘本里的美术世界》微课程，让孩
子们的美术课程充满故事味儿，有情有趣；林晶老师开发的《生命的阳光》微课程，引导
学生保护更弱小的生命，见证成长的奇迹。

班主任老师依据班级学生的特点开发班级课程。如一（２）班老师开发了一年级班
级始业课程，让学生在入学的第一个月，通过以“绘本”为载体的系列课程学习活动，帮
助他们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阶段的角色转化，缓解入学之初的身心压力，呵护他们对小
学学校生活的美好憧憬，帮助他们踏上快乐的学习旅程。老师撰写的《开发班级始业课
程，开启快乐学习之旅》发表于２０１４年《常州教育》。

学校教师还组团进行课程开发。如英语老师团队开发的ＰＹＰ课程把学生带走异域
风情；香梅校区一年级团队开发的《趣味拼音课程》，让学生在语文、美术、音乐的世界中
学习拼音，一年级团队还开发了《玩具女孩玩具男孩》课程，依据孩子的性别开设不同
的课程；香梅校区二年级团队开发的《伊索笔下的动物世界》课程，带领学生去聆听、去
绘画、去演绎动物智慧哲理故事。

　 　 三、特色

　 　 （一）课程理念：提供机会
课程即机会，开发什么样的课程，就给孩子们创造了什么样的发展机会。没有课程

开发，就没有为学生的个性发展创造机会。学校教师着眼于孩子的兴趣、爱好、个性特
点开发课程。如学校五年级学生陶原和毛佳钰这两个普通女孩通过网络认识了金星凌
日，她们希望学校建造天文馆来观测，我校为两个女孩特聘校外天文专家和学校天文爱
好的老师组成导师团，依据这两个孩子的兴趣开发了《天文梦圆》课程。这一课程内容
包括了解天文知识，用ＣＡＤ绘图软件绘制天文馆，学校实地考查论证是否可以建天文
馆，用天文望远镜夜观天象等。

课程不仅是给学生提供成长发展的机会，更是给教师创造发展的机会。在课程开
发中，教师从课程的消费者、被动的实施者，转变为积极的能动者，成为课程内容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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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课程愿景的设计者，课程文化的创生者！教师自觉地将课程理想、课程知识转化为
课程开发的能力，生成课程实践智慧，通过反思叙事研究形成课程哲学，再反作用于课
程实践，教师的素养得到提升。正如课程学家小威廉姆·Ｅ·多尔说：“未来不是我们要
去的地方，而是一个我们要创造的地方。通向它的道路不是人找到的，而是人走出来
的。走出这条道路的过程既改变着走出道路的人，又改变着目的地本身。”开发课程，让
学校的教师队伍迅速成长起来。
　 　 （二）课程开发：整体关联

我校在课程开发时注重整体关联，打破学科的壁垒，浮士德曾说过：“去了解有哪些
力量，使这个世界变为一个整体”。人文精神正是促进基础教育各学科整体关联的内在
力量。因此我校在课程开发时加强学科整合，笛卡尔一语道尽这种整合的全部理由：
“太阳光不会由于照耀在不同的事物上就被分化成不同的东西。”我校在开发课程时，不
把课程设计固定在“科学世界”里，注重与学生的生活相关联。关注儿童整个精神生活，
赋予教育的生活意义和生命价值。
１． 多门学科关联：我校教师基于课程标准、以主题集结的方式进行多学科整合的主

题课程开发。如“走近人民币”主题，孩子们在数学课上认识了硬币，对硬币上的花儿产
生兴趣，硬币是的花儿为什么是菊、牡丹、荷、兰、梅。语文老师抓住契机，进行综合性学
习，通过比较阅读、诗歌朗诵、人名搜索和国花辩论等，爱上民族文化。课间的孩子把喜
欢的硬币变到纸上，他们邀请美术老师指导硬币的拓印。当然，孩子们最想体验人民币
的实用功能，他们在学校办起了商店，如何保管钱、向同伴借钱等问题又成了思品课上
热议的话题。主题课程让学生从单科学习走向多科综合，学生的综合素养获得了提升。
２． 学习生活关联：课程开发追求的整体关联，不仅仅是学科的整合，还应是学生校

园生活的总和。在头奥嘉年华“梦想剧场”里，学生自编、自导、自演课本剧，在一个或多
个教师组成的导师团帮助下，根据自己的兴趣和特长，分别担任剧创、表演、舞美、道具、
剧务等工作，综合运用各科知识，丰富情感体验，获得全面发展。
　 　 （三）课程实施：创新模式

在课程实施中，教师不断尝试，通过变革组织形式、探索弹性课时、拓展实施空间从
而创新课程实施模式。
１． 变革组织形式。在课程实施中采用个别学习、小组探究、单班授课、班级联课、年

级大课等形式；推出单人教学、多人教学及不同教学主体相结合的导学制。通过变革组
织形式，充分彰显学生个性特长，促进学生自身的全面和谐发展，为他们的未来发展奠
定基础。
２． 探索弹性课时。教师依据课程内容及学生特点，在课程实施中采用“基本课”、

“长短课”、“联上课”、“延伸课”相结合。如我校节日课程之《世界读书日》采用半日“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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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课”。先为孩子讲述绘本故事《图书馆老鼠》感受写作阅读的乐趣。第二节课，学生以
小组为单位创作属于自己的图书。第三节课，歌唱《我读书我快乐》。再如《古诗新唱》
课程采用长短课，４０分钟学古诗，２０分钟唱古诗。
３． 拓展实施空间。做到两个打破：打破教室围墙、打破学校围墙。如一年级团队开

发的《玩具女孩玩具男孩》打破教室围墙，把一年级的所有女孩和所有男孩安排在不同
的教室，开设不同的课程，女孩们在一起为娃娃梳辫子、缝制衣服、做饼干……男孩子在
一起折飞机、做飞机、做弹弓……

　 　 四、成效

在这几年的实践中，课程开发丰富了教师的精神世界，更新了教师的教育理念，促
进了教师课程意识的增强，引起教师知识结构的重组，提高了教师的课程能力、研究能
力和教学能力，从而提升教师的素养。学校开发的“创意ＯＭ”获２０１３年省优秀校本课
程一等奖，“创意课程实践探索”获２０１３年省素质教育成果二等奖。２０１４年，学校成功
申报成为常州市课程基地，“头奥开启神奇之旅”荣获常州市主动发展优秀项目一等奖。
教师撰写多篇有关课程开发的论文发表。

未来，学校将不断引领老师和团队去提升课程品质，提高课程效度，力求构建充盈
着时代气息、生命张力的课程，在不断的实践与探索中，让“课程开发”构建起独具特色
的教师发展“助澜工程”。让多元、开放、富有活力的课程成为师生“生命幸福成长”的
引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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