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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大同中学把研究型课程的目标定位在促进创造性学力的发展上，并分解成三个阶段性目标，即形
成问题意识，尝试发现和提出问题——学会研究方法，尝试解决问题——运用反思和批判，在更高水
平上发现和提出问题。
在结构和内容上，大同中学把研究型课程分为全员必修和自主选修两大块，以满足不同学生的不同发
展需要。
全员必修主要由综合课、课题研究和知识论构成，这是大同中学研究型课程的主体，分别在高一、高
二和高三开设；自主选修的课程属于辅助性的研究型课程，主要有现代信息技术研究与应用、创新实
验室——机器人制作、创造发明、应用科学、新知识论坛等。
在大同中学，研究型课程的实施、管理与评价在规范性与灵活性之间保持着一种动态平衡，相关的课
程指南和工作职责使研究型课程的实施有章可循，校本教师培训机制提高了教师开发研究型课程的专
业水平，档案袋评价和学分制管理促进了学生有个性的全面发展。
　　大同中学的研究型课程发展模式，既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一步一个脚印，
在摸索中前行，在探寻中不断调整和完善。
大同中学正在而且将继续为上海乃至全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创造经验，提供启示，引发思考，促进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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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自1987年进行课程教材改革以来，大同中学在学科教学中，一方面十分注重为学生打好扎实宽厚
的基础，另一方面，也很注重学生学习方法的掌握和思维能力的培养。
但是，学科课程本身的局限性往往导致让学生学会学习的目标落空，思维能力，特别是批判性反思能
力的培养对原有的学科课程来说是“寄生”的，因为学科课程主要是针对学生掌握的知识而设计的。
学校一直在寻找一种合适的课程，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知识论，以其领先而独特的课程思想吸引了大同中学的师生。
从某种意义上说，知识论的思想与大同中学的追求有着一种异曲同工的默契。
所以，对大同中学而言，知识论的引入虽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是一种水到渠成的结果。
　　1990年，澳大利亚保罗文法学校校长到大同中学访问时，介绍了知识论这门课程，引起了学校领
导的兴趣。
　　1994年，大同中学校长陈德生到广东从化，参加由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主办的“国际文凭课程
”第一次会议，由此萌发了引进和开发知识论课程的想法，并随即到澳洲圣保罗文法学校进行相关的
考察，对知识课程的性质和教学模式有了一些感性认识，返校后陈校长向学校领导和教师进行了知识
论的初步宣讲。
第二年，大同中学领导应邀参加了在广东深圳召开的“国际文凭课程”第二次会议，会上他们宣布大
同中学将引进知识论课程，获得了参加会议的亚太地区国际中学文凭课程委员会主任约翰·古德班
（John Goodban）的支持。
返校后，大同中学为引进知识论做了一系列工作。
　　首先，他们把知识论课程作为大同中学第五轮课程教材改革试验的课题，并且把最初的实验目的
定位于探讨在大同中学开设此课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成立了由校长负责的“知识论教学实验小组”，
成员由校长、各科教师、高校的课程专家和研究人员等14人组成，由主管教学的副校长任协调人，并
组织人员翻译知识论课程的有关英文材料（约25万字），还邀请国内外专家对有关教师进行培训。
培训的主要内容是知识论课程的总目标、分目标的确定，教学方法、课程的性质，学科整合，学生参
与等方面。
并且联系中国课程改革的实际情况，组织小组学习了知识论所体现的教育哲学思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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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有效，无限的探寻，信息技术背景下的研究性学习，走向课程领导，研究性学习在农村，大班小
班化，创新思维的助推器。
　　相知道吗？
　　学校如何以现场为基地合理而有效地实施研究性学习这门开放性的课程？
　　信息技术背景下的研究性学习如何开展eClass是怎么回事？
　　研究性学习如何评价与管理？
考试，肯定不行；不考，怎么办？
　　农村中学可以开展研究性学习吗？
是资源问题还是认识与行动问题？
　　平行班超过20多个的大规模学校怎样开展面向全体学生的研究性学习？
有没有专门的对策？
　　上海的研究型课程是怎样规划与设计的？
它与全国普通高中课程方案中的研究性学习有何异同？
　　如果这6个问题解决得好，对于“想开展而苦于没有对策”的学校来说，就可以得到启发或灵感
，或者参照或模仿。
　　本套丛书就是由项目专家进入学校现场进行两年研究之后，给你讲讲6所项目学校的课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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