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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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课程开发应有的品质

□ 成尚荣

课程改革正在深入进行，其中，课程开发显得尤为活跃。实践生动

地表明，课程开发首先开发了校长、教师的自主性、积极性和开发性。

我们为此而欣喜。

任何改革进行到一定阶段都要回顾、反思，总结经验，发现问题，

以利再战。课程开发同样如此，经过审视和反思，我们不难发现，课程

开发还存在一些问题，比如课程开发的规范性不够强，就是其中一个

突出的问题。开发的规范性不强以至缺失，必然带来课程开发的随意，

以至开发的盲目，这必然会影响课程的质量和水平，最终影响学生的

发展。

课程开发的规范性不强，集中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缺少科

学、合理的顶层设计和规划，学校课程体系比较乱。所有课程进入学校

以后便获得了一个重要身份：学校课程。学校课程包括国家课程、地方

课程的创造性实施，也包括校本课程开发。站在学校课程的角度，国家

课程、地方课程的创造性实施亦是一种课程开发的过程，而一些学校

对学校课程的理解和把握不够准确，误以为校本课程就是学校课程，

因而，把主要精力放在校本课程开发上，成为课程开发的兴奋点，忽略

了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创造性实施。严格地说，这样的课程体系是不

规范不合理的，科学性是不强的，很容易造成课程的倚重倚轻，造成学

校课程的混乱，对学生核心素养的发展是不利的。

其二，没有认真按照课程的宗旨和课程元素去开发课程，所开发

的课程，不具备课程的意义。这一问题集中表现在校本课程开发上。一

些地方和学校把校本课程开发的宗旨定位于形成学校特色和品牌，学

校的特色和品牌遮蔽了学生，于是，学生从主体地位上退下来，坐在

“次席”上，甚至缺席了。这样的目的显然是有大问题的。此外，校本课

程开发固然可以从兴趣小组的活动开始，但兴趣小组活动如果不按照

课程元素去改造和优化，尽管冠之以“课程”二字，都不能称之为课程。

是否成为课程，不在于其名，而在其内涵与意义。同时，校本课程没有

按照开发的程序进行，缺少必要的论证和审议。总之，从总体上看，校

本课程开发是比较随意的。

其三，拓展性课程开发的重点不够准确。拓展性课程是与基础性

课程相对应的概念，它是对基础性课程的适当拓展，但这决不意味着

它就是为基础性课程服务的。一些地方和学校把拓展性课程定位于应

试科目的拓展，追求知识的加宽、难度的求深、要求的拔高，而忽略了

学生兴趣的培养和综合能力的提升。拓展性课程开发缺少纲要或方

案，缺少准确定位和开发规范，是造成问题的主要原因。

其四，在开发的认识上也亟待调整和提高。一些地区和学校，开发

课程存在以下误区：一是认为课程开发得越多越好。盲目追求数量，甚

至还存在攀比现象，“以多求胜”的心理比较突出。二是认为课程名称

越新越好，猎奇的心理比较突出。三是认为课程越综合越好。综合固然

是改革的走向，但决不是以综合代替一切，不是以综合否定学科课程，

也决不是不分学段、不从学校实际出发地一味求“全”、求综合。综合更

主要是理念和方式，而不只是课程形态。四是认为课程开发越往“下”

越好。既然有了校本课程，就应有班本课程；既然有了班本课程，就应

有师本课程，而最终应有生本课程。我并不反对班本课程、教师课程，

问题是这些课程概念的逻辑关系没搞清楚，相互交叉、重复，应该梳理

好。我也十分赞成自下而上的开发路线，但“下”是为了什么，“下”到何

处，怎么“下”，这些问题没有搞清楚就进行课程开发，问题难免发生。

规范，是课程应有的品质。规范，主要指课程及其开发的规定性。

遵循规定性，突显规定性，才符合课程的规范性，课程才会获得课程的

意义，才能称其为课程。因此，规范是课程开发的应有之义和内在的应

有品质。课程的规定性，主要指课程的基本元素和课程开发的程序。课

程的基本元素包括课程名称、课程定位、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课程实施、课程资源、课时安排、课程管理、课程评价等。强调这些

元素，倒不是在概念上、形式上兜圈子，而是强调具备了这些元素，才

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课程，好比一部机器，具备了所有的零部件，才能

称之为机器一样。零部件缺失了，这部机器当然是残缺的，有时是不能

称其为机器的。而如何组装这部“机器”，就是课程开发的程序和技术。

程序和技术，在课程论中已有不少论述，我以为特别重要的是课程开

发的规划、设计、论证等环节应鼓励教师深度参与，参与度越高，参与

的深度越深，课程开发越能形成共识，越能集大成智慧，越能培训教

师，提升课程能力。

为了增强课程开发的规范性，提高课程的品质，我以为应该坚持

“回到”的理念，即回到课程的“跑道”上去。课程即跑道，这一理论或理

念至今都没有落后。长期以来，我们专注于“道”，而忽略了“跑”，如今，

我们已重视了“跑”，即重视课程实施的过程，过程中的经历、探究、体

验、感悟、发现，这是一个重要进步。与此同时，我们是不是又忽略了

“道”呢？“道”，不只是指课程内容，也包括课程的目的性、计划性，包括

必要的规则和制度。从某种角度说，重视“道”是重视课程的规则，重视

课程的规范性。“跑”与“道”是个整体，是不可分割的，回到“跑道”，就

是回到完整的课程意义上去，包括回到课程的规范性上去。对此，我们

要坚信不疑，也要坚定不移。

课改深入到今天，我们需要激情，也需要理性精神、科学态度。当

下，尤其要重视科学理性。关注、研究、提高课程开发的规范性，提高课

程品质，应是一种激情与理性的结合和统一。

（转自《中国教育报》，作者系国家督学、原江苏省教科所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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