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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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研修手册》。
　　内容及其框架： 《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研修手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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讥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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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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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校本教研与教师专业发展 ·新课程的教学实施 ·课程资源的
开发与利用 ·新课程与学生评价改革 ·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与管理 对这些单元进行研修的目的是：
使所有参与高中新课程实验的教育工作者了解、认同高中课程改革方案的基本理念，在思想和行动上
做好准备，为进一步研修学科课程标准做好铺垫。
　　第二部分是学科研修手册，主要面向各学科教师、教研员、培训者，由各学科课程标准组编写。
每个研修单元或学科各具特点，研修手册的编写方式略有差异，但基本上都包括以下几个部分： ·专
题：研修单元或学科中需要突出阐述和学习的主要观点。
·小节：专题下需要着重思考的问题，在手册中以“1．1”、“1．2”的方式呈现。
　　·活动：小节中为研修者设计的各种活动，目的是使研修者在群体合作中找到参与、对话、研究
、反思的平台。
活动卡中的活动包括案例分析、思考与辩论、行动规划、经验反思、相互访谈、头脑风暴(即快速发散
性思考)等形式。
　　·学习要点：每个小节学习重点的参考性建议。
　　·阅读材料：围绕小节研修内容提供的相关阅读材料，为研修者的深入学习、开阔视野提供资料
。
　　·研修建议：针对相关的研修内容，为组织、开展参与式研修活动提供的活动方案设计，供组织
者借鉴、参考。
在有些研修单元中，它隐含在活动的介绍中。
　　应该强调的是，在实际组织研修活动时，组织者不必过于拘泥手册内容，而应根据研修者的需求
、年龄结构、时间、场地等具体条件灵活安排，创造性地组织各种研修。
通过创设情境，促进研修者就相关话题主动与他人、与自己对话，创造一种合作、反思的学习、研究
、提高的氛围，推进研修者从观念到行动积极实践高中新课程。
　　研修活动及其方式： 研修活动的开展，应注意把握以下几个基本的原则： ·平等性：强调研修
活动的组织者、主持者与研修者之间相互尊重，合作学习，共同成长。
　　·发展性：强调研修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建构的过程。
要重视研修内容的生成性，为研修提供情境化的、开放性的研修平台；关注研修者在研修过程中的主
动建构、经验分享与理论提升。
　　·针对性：强调问题意识，以各类研修者面临的真实问题和困难作为研修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充分调动每一位研修者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在提出问题、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开展研修活动，提高研修
的质量与效益。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地理课程标准研修>>

　　参与式研修是一种体现上述原则的研修方式，也是新课程实验过程中广大教育工作者进行学习、
交流活动的主要方法之一，在义务教育新课程的培训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受到了研修者的好评
。
在高中新课程的研修过程中也要把它作为一种重要的活动方式，《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研修手册》对
它也予以特别的强调。
　　参与式研修主要是让研修者分成不同小组，在小组成员的共同合作中进行研讨。
分组时可以按同质分组，即让条件、水平或工作相近的人员组成一个小组；或者按异质分组，即让研
修者进行完全随机分组，不考虑其相似性或有意让不同性别、年龄、社会地位、工作性质的人分在一
组。
在研修过程中，如果有必要，可以对研修者重新进行分组。
　　小组的规模要根据参加研修的总人数、活动任务的性质和研修现场条件等综合考虑，建议每个小
组的人数控制在6～8人，每个参与式研修现场的人数控制在40～60人为宜。
为保障小组活动的有效性，在形成小组后要对小组成员进行分工。
一般小组内应有以下角色： ·召集人——调动小组的每个成员都参与活动。
　　·记录入——将小组人员的活动过程、“思想火花”记录下来。
　　·发言人——负责将小组活动的主要观点、成果展示给其他小组。
　　·时间控制人——负责分配、把握小组活动的时间进程，使小组成员都有机会在规定的时间内参
与活动。
　　·噪声控制人——及时对本组活动过程中的声音进行监控，防止本小组的活动对同一活动场地中
其他小组造成过分的干扰。
　　在不同的活动之间，可以对小组成员进行重新分工。
高中新课程的研修过程也是体验高中新课程新的学习方式与教学方式的过程，因此研修方式、研修活
动的组织本身对研修者理解、感受高中新课程的基本理念具有一定的示范作用。
在参与式研修过程中，活动的主持人、组织者不能单纯地讲授知识，或居高临下指手画脚地说教；活
动的参与者、学习者也不是被动的接受者。
所有参与研修的人员都应成为自觉的投入者，主动建构知识，改进学习策略，在自我与他人、个体与
群体的互动、交流、对话中提高对高中新课程实验的信心，在贡献每个人的经验与智慧中获得和谐、
全面的发展。
《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研修手册》是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高中新课程实验研究的重大成果。
从手册的策划、设计到开发，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师范教育司的领导给予了高度关注与大力支持。
在编写过程中，所有研修手册都经过了相关项目组的多次讨论和修改，可以说，这套研修手册的开发
过程就是研究、理解、领会、探讨高中新课程的过程。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师范教育司对手册进行了审查和相应的修改，并组织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
委员会进行了审定。
　　在本套手册的编写过程中，高中新课程各相关研究项目组和课程标准研制组的成员、基础教育司
的领导多次参与内容框架的讨论和修订工作，地方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在案例的编写上给予了很
大的支持。
在编写过程中，我们还参考了专家、同行的大量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高中新课程的实验还处于启动的初期，对许多核心问题的深入思考和实践探索还有待于所有投身
高中新课程实验的人们在共同合作、相互支持中继续努力，本套研修手册也有待在研修的开展与实践
中进一步修改、完善。
研修人员的经验和参与也能进一步丰富手册内容，加深对有关问题的理解。
　　高中新课程实验需要在教育工作者的积极参与、共同合作、探索交流中积极实践，在此，向所有
关注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人们、参与高中课程改革的人们——学生、家长、教师、各级教育行政
人员和社会人士致敬，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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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课程标准研修》是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师范教育司共同组织编写的《普通高中新课程教师
研修手 册》学科研修中的一册，从高中地理新课程的、课程性质、理念、结构框架、课 程目标，各
模块课程内容的设置、教学方法和评价等方面，为教师理解《普通高中地理课 程标准(实验)》提供帮
助。
书中设计了研修活动、、学习要点、研修建议等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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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理课程标准研修》经全国教师教育课 程资源专家委员会审定，可供所有参与新课程、关心新课程
的人士学习、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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