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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 完成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奋

斗目标, 至2004年已达到93%。普通高中在校生

达到2240万人, 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段的比例达

到63%。“十一五”高中毛入学率将达到85%

。

国家在提供了基本的就学机会、满足人们

的入学需求后, 教育将转入全面提高质量的新阶

段。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九

年义务教育基础上进一步提高

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基础教

育, 普通高中教育应为学生的

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2000年前后，开始高中新课程研制

的前期准备和基础研究: 

国际比较 现状的调查

学科发展分析

学生认知规律和学习特点的研究公民素养的需求分析



（一）国际课程改革与发展趋势

对北美、欧洲、东亚等20多个

国家和地区90 年代以来开展的高中

课程改革作了比较研究。

一、前期调研与研制过程



1. 培养目标方面，各国普遍关注
:  

• 公民的责任
• 个性发展与生存能力
• 创造力与批判性思维
• 交流、合作与团队精神
• 信息素养
• 国际视野



(1)谋求课程的基础性、多样化和

选择性的统一。

法国 学校应该让学生获得某种

共同文化，获得能力和知识的共同

基石，帮助他们获

得自治，成为现代社会警醒的公

民；让学 科的多样性在作为人的学

生身上找到统一。

（国民教育研究和技术部 《为

了 世纪的高中》， 年）

2. 课程方面呈现以下几个趋势: 



韩国 考虑学生的能力、个性、

发展前途, 使教育内容和方法多样

化, 确立可以使学生根据自身的个

性和素质选择教学科目、能动地自

律地学习的“以学习者为中心”的
课程体系, “建立国民共同基本课
程和以选修为主的课程体系”  。
（第七次基础教育课程大纲, 1997

年12月）



(2)将学术性课程与学生的经

验和职业发展有机结合。

美 国  培 养 学 生 在 实 际 生

活 中 运 用 知 识 的 能 力 ,  

让 他 们 掌 握 先 进 而 实 用

的 技 术 ,  引 导 他 们 把 今

天 的 学 习 和 明 天 的 工 作

密 切 地 联 系 起 来 ,  为 今

后 独 立 的 生 活 做 准 备 。

（ 伍 德 · 威 尔 逊 全 国 联 谊
基

金 会 《 高 中 学 生 年 — —
国 家 的 使 命 》 年

月 ）



德国 把培养学生认识自己天赋和

发展倾向、对自己未来发展作出正确

选择的能力，同发展学生参与社会民

主建设的意识、对社会负责的态度结

合起来。（巴伐利亚等州课程纲要草

案，2000年）

印度  将教育与生活世界连接起来，

将教育与工作世界相联系。

（2000年11月印度政府: 《全国课程

框架》）



英国

• 设计与技术
• 信息和交流技术
• 公民
• 综合学习

法国

•个体化帮助
•公民-法律和社会教育

•有指导的个人实践活动

•日本
•信息科
习•习综合学

(3)适应时代要求, 增设新的课程。  



•(4)赋予学校更多的课程自主权。
瑞士 目前所进行的被称为“百年
来最重要的改革”的核心是赋予学校
充分的课程自主权。

日本 当前高中课程改革的一个重要

特点是: 为各学校创造有特色的课程

提供空间。  



英国 高中生确定个人学习计
划的步骤: 

学校提供信息、咨询与指导
；学生初步形成个人学习计
划；在学习过程中调整学习
计划；
形成相对稳定的个性化学习
计划。  

(5)倡导学生自定学习计划, 

实行学生选课指导制度。  



德国

学校把第12.13学级(相当我国高二、

高三)划分为4个相对独立的学习阶段；

学生在每一学习阶段开始，根据学校

开设的课程，制定个人的课程表；

不同的学生在相关学习领域形成自己

的基础课程和特长课程。  



(6)实行学分制。

目前, 不少国家在高中阶段 都

实行学分制, 如美国、加拿大、瑞

典、芬兰、印度、韩国、日本 等

。  



2001到2002年间, 在北京、

黑龙江、辽宁、江苏、广东、江西、广

西、河北、山西、宁夏等10个省（市、

区）对学生、教师、校长和社会人士进

行了分层随机抽样调查, 其中, 学生样

本14036名、教师样本1650名。  

（二）我国高中课程实施现状



校长、教师认为学生终身发展最重要
的基本素质

校长和教师认为社会责任感和道德、身心健康以及创新

精神是学生终身发展最重要的基本素质。



校长、教师认为在学生身上实
际体现得较好的课程目标



学生认为学校教育实际关注的目标

有69.8%学生认为学校教育实际关注的是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



教师、校长对高中课程内容
与学生生活经验关系的认识

只有9.3%的教师和5.4%的校长认为高中课程内容与学
生生活经验联系较紧。43.2%的教师和54.2%的校长认为高
中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经验严重脱节或有较大脱节。



¨学校开选
修课的情况

¨学生是否希
望开选修课

¨ 92.6%的学生希望学校开设选修课, 但 

69.8%的学生反映学校没有开设选修课。



学生最喜欢的课堂教学方式

86.7%的学生表示喜欢有较多的动手操作或亲身实践

、讨论交流或自学等课堂教学方式, 12%的学生喜欢以老师

讲授为主的方式。  

有较多的动手操作或亲身实践

引发较多的讨论交流

大量的书面练习

其他

自学

老师讲授为主



关于学生作业的调查

学生的作业以练习记忆为主, 实践性、

探索性的作业占的比例极少。  



公众对学生作息时间的反馈

➢ 被调查者的子女每天睡眠时间在7小时以下的占67.7%, 在6小

时以下的占22.2%；

➢ 被调查者的子女每天自由支配时间在0.5小时以下的占41.6%, 

没有的占 19.4%。  



学生及社会公众对考试成绩的看法

85.4%的学生及78%的社会公众明确表示考试

成绩不能全面反映学生的发展状况。



（三）研制过程

2000年7月正式启动课程方案和各

学科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

来自各有关大学、专业研究机构、基

层教研和学校、不同专业和学科背景的

1000多位专家夜以继日地工作: 

边研制边征求意见；

边研制边汇报；

边研制边作补充调研；



➢2002年开始集中征求意见并组织审

议

■向中国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工程院院

士 ,以及相关学科的专家征求意见；

■向宣传部、中央文献研究室、外交部、中央党

校等部门征求意见；

■向北京师范大学、华中、华东、华南等7所师范

大学的课程研究中心征求意见；



■向相关学科的专家、学者、一线校长教师

■以及社会知名人士征求意见；

■组织不同地区的普通高中校长（包括贫困

■地区的农村高中）, 以及部分省（地）教
育厅（局)长就高中新课程方案的可行性及
推进策略进行论证；

■另外组织有关学科专家代表教育部审议各

■学科课程标准。  



二、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总体思路

适应时代发展需要, 立足我国实际, 借

鉴国际课程改革的有益经验, 大力推 进教

育创新,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充满 活力的

普通高中课程体系, 为造就数以 亿计的高

素质劳动者、数以千万计的专 门人才和

一大批拔尖创新人才奠定基础。  



➢ 初步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 热爱社会主义祖国, 热爱中国共产党, 自觉维护国家尊严和利

益, 继承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 弘扬 民族精神, 有为民族振兴

和社会 进步作贡献的志向和愿望；

1̈.普通高中教育的培养目标



➢ 具有民主与法制意识, 遵守国家法律和社会公德, 维护社会正义, 自觉

行使公民的权利, 履行公民的义务, 对自己的行为负责, 具有社会责任

感；

➢ 具有终身学习的愿望和能力, 掌握适应时代发展需要的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 学会收集、判断和处理信息, 具有初步的科学与人文素养、环

境意识、创新精神与实践能力；



➢ 具有强健的体魄、顽强的意志, 形成积极健康的生活方式和审美情

趣, 初步具有独立生活的能力、职业意 识、创业精神和人生规划能

力；

➢ 正确认识自己, 尊重他人, 学会交流与合作, 具有团队精神, 理解文化

的多样性, 初步具有面向世界的开放意识。  



2.普通高中课程改革的目
标

精选终身学习必备的基础内容, 

增强与社会进步、科技发展、学

生经验的联系, 拓展视野, 引导创

新与实践；



适应社会需求的多样化和学生全

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构建重基础、

多样化、有层次、综合性的课程结

构；

创设有利于引导学生主动学习的  

课程实施环境, 提高学生自主学习

、合作交流以及分析和解决问题的

能 力；



建立发展性评价体系, 改进校内评价, 推

行学生学业成绩与成长记录相结合

的综合评价方式, 建立教育质量监测机

制；

赋予学校合理而充分的课程自主权, 为

学校创造性地实施国家课程、因地 制宜

地开发学校课程和学生有效选择 课程提

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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