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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帮助广大教师和教育管理工作者更好地理解高中新课程改革的理念，把握课程标准，用好教
材，克服因高中新课程改革而产生的畏难情绪、困惑与茫然，更好地实现高中新课程改革的预期目标
，我们在充分借鉴高中新课程改革先进省区成功经验的基础上，邀请国内一流的专家、国家课程标准
研制组负责人、省市级教研员及一线教师研制了这套《普通高中课程分析与实施策略丛书》。
　　本套丛书遵循高中新课程改革理念，紧扣课程标准，具有如下特点：　　以课标为准绳　丛书紧
扣各学科课程标准，对课程标准进行详尽分析和解读，提出落实三维目标的教学建议，启发教师的教
学思想。
　　以专家来引领　为使丛书具有权威性和指导性，本套丛书所有分册的主编，都是我们在全国范围
内聘请的权威专家、国家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或核心成员。
研制团队层次高、阵容强。
　　以案例做支撑　本套丛书的编写不仅仅从理论层面进行阐释，更注重紧密结合教学一线的实际情
况，精心收集和筛选了典型的案例，通过对案例的分析来引导教师理解课程标准的要求，力求为课程
标准中提出的原则找到落脚点。
　　以实用为宗旨　本套丛书的编写要旨就是突出实用性，使广大教师不仅在理论上理解高中新课程
改革的理念、课程标准的要求，更主要的是知道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落实这些理念、如何贯彻课程标准
的要求，从而提高丛书的实践指导意义，使之能成为一线教师在教学实践中的得力帮手。
　　由于时间仓促，书中难免有不足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以便我们再版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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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4.选修的内容结构对比　　仅就1949年以来的地理课程设置来说，1990年的《全日制中学地理教学
大纲（修订本）》，根据当时国家教委印发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将高中地理课
程分为必修课和选修课两部分。
其中，选修课在高三开设，内容为“中国地理”，很显然，这是为准备参加地理高考的学生开设的选
修课，而非任意选修课。
1996年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供试验用）》，充实了选修课的内容，并写明为“
限定性选修课”，“限定选修的地理课程，主要为选学文科的学生毕业升学深造、拓宽文化基础和专
业选择的门路，并为毕业就业打下宽广的文化基础”，即它是参加地理高考的文科学生必选的课程，
也非任意选修课。
2000年版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地理教学大纲（试验修订版）》（本文简称地理教学大纲）对选修
课的要求作了修改，没有再将其规定为“限选”，也没有规定开设的年级。
但根据当时的高中课程管理方法，高中地理选修课仍只是一种面向“文科”学生的“必修课”，并不
是面向全体学生的选修课。
2000年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为使学生在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实现有
个性的发展，课程标准应有不同水平的要求，在开设必修课的同时，设置丰富多样的选修课程，开设
技术类课程。
积极试行学分制管理。
⋯‘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应在坚持使学生普遍达到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有一定的层次性和选择性，并开
设选修课程，以利于学生获得更多的选择和发展的机会，为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实践能力和创造能
力打下良好的基础。
”这里的“选修课”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
因此，本书认为真正意义上的选修课是从这次高中课程改革开始设置的，选修课的设置是高中地理新
课程重要的变化之一。
　　高中地理新课程共开设有七个选修模块。
从高中课程方案看，这些选修课有了真正“选修”的意义，目的是使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和未来
发展倾向选择不同的学习内容。
地理课程标准规定的七个选修模块是：《宇宙与地球》《海洋地理》《旅游地理》《城乡规划》《自
然灾害与防治》《环境保护》《地理信息技术应用》。
表3.3是地理教学大纲和地理课程标准规定的选修课内容的对比。
　　从表3.3中可以看出，新的选修课不仅模块数量多，内容上也更丰富。
课程编制者的初衷是希望学生可以从生活、文化、专业发展等不同层次都能选择自己喜欢的地理课来
学习。
不过同“模块”设计的实施类似，受各种主、客观因素的影响，现在大部分实验区仍在用“限定性选
修课”的思路管理新课程的选修课。
在高中能够普遍开设真正意义上的选修课，还需要一段较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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