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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普通高中新课程方案（实验）》及15个学科的课程标准已于2003年正式颁布。
在充分论证和调研的基础上，山东、广东、宁夏、海南等四个省（区）将于2004年9月进行高中新课程
的实验。
这次新课程实验比以往其他任何一次课程改革的实验都将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
因此各级教育行政部门管理者、校长、教研员、教师进行全面而有针对性的研修，是整个实验准备工
作中的重中之重。
为便于各级各类研修工作顺利、高质量地开展，教育部基础教育司与师范教育司针对高中新课程改革
的重点、难点问题，共同组织，编写了《普通高中新课程研修手册》。
　　内容及其框架：　　《普通高中新课程研修手册》包括两大部分：　　第一部分是通识性研修内
容，面向所有参与高中新课程实验的各级教育行政人员、教研员、校长、教师及各类师训机构的培训
者，为他们提供共同研修的基本内容。
教育部就高中新课程实施的组织与领导、高中新课程的选课指导与教学管理、高中新课程的教学实施
、高中新课程的资源开发与利用、高中新课程的评价改革，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与管理和高中新课程
的传播与社会理解成立了7个专题研究项目组，并与山东、广东、宁夏、海南四省（区）相关的项目
组进行联合攻关，开发了以下8个研修单元：　　·新课程的理念与创新　　·新课程的领导、组织
与推进　　·学校课程方案的形成与学生选课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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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课程方案的形成与学生选课指导》是通识研修的一个单元，针对高中课程结构的变化，就
因此给学校课程与教学管理、学生选课等方面带来的挑战进行研修，包括"学校怎样形成自己的课程方
案"、"学校如何指导和帮助学生选课"、"行政班与教学班如何管理"等三个专题，为即将进入新课程实
验的高中教师提供具体、细致、建设性的专业芷持。
《学校课程方案的形成与学生选课指导》设计丁研修活动、阅读材料、学习要点等板块，强调研修者
的活动、参与和对话，充分体现了新的课程理念。
该书经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审定通过，可供所有参与新课程、关心新课程的人士学习、
参考。
为配合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培训工作，针对高中课程改革中的重点、难点、热点问题，教育部基础教
育司、师范教育司共同组织编写了《普通高中新课程研修手册》。
该套手册分为通识研修和学科研修两犬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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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本册研修指南专题一 学校怎样形成自己的课程方案？
1.1 新课程设置有什么变化和特征？
1.2 如何形成学校的课程方案？
1.3 什么是一个好的学校课程方案？
1.4 怎样应用先进的技术手段编排学校的课表？
专题二 学校如何指导和帮助学生选课？
2.1 学校为什么要对学生进行选课指导？
2.2 学校应建立怎样的选课指导制度来指导学生选课？
2.3 学校和教师在指导学生选课过程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专题三 行政班与教学班如何管理？
3.1 行政班的意义与管理措施是什么？
3.2 教学班的意义与管理措施是什么？
3.3 班级管理新形式所蕴含的新理念是什么？
进一步阅读建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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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习领域由课程价值相近的科目构成。
八个学习领域共包括语文、数学、外语（英语、日语、俄语等）、思想政治、历史、地理、物理、化
学、生物、艺术（或音乐、美术）、体育与健康、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等科目。
其中信息技术、通用技术、艺术是新增设的科目，艺术与音乐、美术并行设置，供学校选择。
鼓励有条件的学校开设两种或多种外语。
学习领域中的科目由国家制定课程标准，并规定必修学分，旨在确保学生的共同基础。
　　模块。
每一科目由若干模块组成。
模块之间既相互独立，又反映学科内容的逻辑联系。
每一模块都有明确的教育目标，并围绕某一特定内容，整合学生经验，构成相对完整的学习单元。
每一模块都对教师教学行为和学生学习方式提出要求与建议。
每个模块一般为36学时，2学分（其中，艺术、体育与健康领域内的模块多为18课时，1学分）。
模块是构成科目的基本单位，是科目开发的主要平台和学生学习内容的主要载体。
　　模块的设置为充分体现课程的选择性提供了可能。
此次高中课程改革的理念及操作运行都与模块的设置密切相关。
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如果没有模块（及其真正运作），此次高中课程改革的时代性、基础性和选择
性等先进教育理念就难以得到落实。
　　按模块组织课程内容有利于解决学校科目设置相对稳定与现代科学迅猛发展的矛盾，为相应的科
学技术最新成果及时进入高中课程提供整合的空间，便于适时调整课程内容，为课程内容及时更新奠
定制度化的基础。
　　模块课程有利于学校充分利用场地、设备等资源，提供丰富多样的课程，为学校有特色的发展创
造条件。
　　模块课程能引发教学组织模式的变化。
如，将原来一个学期分为两段安排课程，每段10周，其中，9周教学，一周复习考试。
多数模块通常为36学时，每周4学时，一个模块便可在一个学段内完成。
这样，在时间不变的情况下，模块的设置使学校有可能开设多样化的课程；有可能解决在周课时一定
的情况下，因并行科目较多而带来的某些学科周学时少而分散的问题；有可能减少每个学生在一段时
间内的并学科目的数量，使学生在一段时间里能相对集中、有效地学习几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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