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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校教育活动的开展需要一定的人力、物力、财力，也需要对教育活动的目标、内容、方法、途
径以及物质和文化等环境因素进行系统的设计、加工和积累。
从这个意义上讲，学校每时每刻都在集聚教育资源，使用教育资源，产生教育资源，教育资源是学校
实现发展的必要条件和保障。
五年来，上海市奉贤中学以教育资源的优化作为课题，认认真真地进行研究和实践，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
　　中小学对教育资源的重视始于中小学课程教材改革。
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要求“改变课程管理过于集中的状况，
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增强课程对地方、学校及学生的适应性”。
这一要求在赋予学校管理课程的权力的同时，也意味着学校对课程的开发和实施承担着更大的责任。
学校的办学层次定位不同，学生的个性特点千差万别。
教学就不应该是“万人一书”的“教教材”，而应是“用教材教”，那就要求教师根据学校和学生的
具体情况对教材进行开发，在这个过程中需要积极开发和利用各种课程资源，为学校课改的推进服务
。
　　高中办学的多样性和选择性，对课程资源的开发和利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校内要充分发挥图
书馆、实验室、专用教室及各类教学设施和实践基地的作用，在校外要广泛利用图书馆、博物馆、展
览馆、科技馆、工厂、农村、部队、高校和科研院所等各种社会资源以及丰富的自然资源，为学生提
供丰富的选修课和实践活动，以全面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为学生的成人、成才和成功作好充分的准
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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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优化高中教育资源的研究：城郊新建寄宿制高中“和谐发展”教育资源优化的实践研究》系统
阐述了优化“和谐发展”教育资源的新理念、新机制、新策略、新途径和新方法，是优化教育资源实
践应用的最新论著。
优化“和谐发展”的教师资源建设优质的教师梯队，优化“和谐发展”的德育资源构建立体的生活德
育模式，优化“和谐发展”的课程教学资源改善教与学的方式，优化管理资源保障“和谐发展”教育
资源的整体优化，优化“和谐发展”的文化资源创建“德润人和，文化人贤”的示范性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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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对他们而言，他们所做的一切，不只是为了学生成长所做的付出，也不只是为了完成别人交付的
任务，同时也是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和自我发展的需要。
从教师自身智能结构看，一部分教师只能应对日常的教育教学活动的一些常规工作，缺乏自我反思能
力和创新精神；一部分教师通过努力，总会取得成功，以至于他们把追求看成无比神圣，并形成不断
超载自己和追求卓越的习惯；同时，根据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人类智能是多元的，可以表现在各
个领域。
所以，任何一个学校教师个体之间表现出千差万别的特点：有的教师课堂教学极有风采，但缺乏耐心
和毅力，不能很好成就学生；有的教师虽然课堂教学一般，但事业心强，热爱学生，同样能取得斐然
的业绩；有的教师教学上是一把好手，进入科研则手足无措；有的教师科研成果一堆，出书写文章，
但走进课堂得不到学生欢迎；有的教师教学能力很强，但师生关系紧张，被学生议论甚至咒骂；有的
教师虽然教学业绩平平，但师生关系融洽，以至于学生走出校门后仍念念不忘；有的教师各方面表现
都不错，但没有一处出众；有的教师某一方面有出众的特长，但其他方面表现出弱势和一般。
　　从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来看，应是一个积极的、动态的、连续的和终身的发展过程，新教师、成
熟教师、骨干教师、名教师及特级教师各个阶段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发展条件和不同特点，需要提供不
同的专业发展支持，提出有区别的专业发展内容和专业发展评价标准。
　　我们必须承认差异，并且尊重差异，差异是一种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我们不能要求所有教师都
能达到某统一标准，也不能引导人去追求没有兴趣或没有能力实现的目标，应建立一个适应个性发展
，促进个性发展的评价体系，只要能为教育做出贡献的，都应得到客观的、合理的、公正的评价。
然而，一所学校为了实现教育教学目标，也必然要有一个要求所有教师都必须达到的基本要求和标准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在制定评价标准的时候，要将统一性与区别性相互结合在一起。
　　所谓统一性评价标准，就是对所有教师的共性标准，这种标准应该是扎根于学校情境之中的，既
达到一定程度上促进教师的教学改善，也有利于促进学校整体教学质量的提高，归根到底是为了学生
的成长测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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