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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春天总是孕育美好。
　　莺飞草长时节，铜川学校送来厚厚一沓书稿。
这是《无边界课程：框架与实施》一书的样稿。
该书即将作为“变革的课程领导丛书”之一，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捧读之后，颇感欣喜。
　　铜川学校是我区一所普通的九年一贯制学校。
2006年，学校确立了“美人之美，和而不同”的办学理念，并立足校情实际，聚焦课程建设，在市、
区教育专家的指导下，发动全员投入对市级课题“九年一贯制学校‘无边界课程’的整体设计与支持
系统研究”的探索和实践。
多年来，以课题为引领，全校干部、教师积极投身教育科研，分阶段扎实推进，由点到面，先易后难
，经过不懈钻研，逐渐形成以“无边界课程”为基点的新的教育理念、新的教学方式、新的评价机制
以及新的管理模式。
尤为可贵的是，学校及时将这些教研成果通过每一位干部、教师渗透到每一门学科、每一堂课，在实
际操作中进一步完善和提升，并转化为教育教学的成效，提升了学校的办学质量和教师的专业水平：
学校教师多次在全国、市、区开设公开课、示范课、研究课，多位教师在市、区教学评优活动中获一
、二、三等奖，一些教师的示范课被制作成光碟由市教委教研室向全市推广，十余篇与课题相关的论
文在核心期刊上发表⋯⋯　　《无边界课程：框架与实施》一书，就是对铜川学校这些年来开展“无
边界课程”研究与探索全过程的真实记录。
从书中，我们可以具体地了解铜川学校提出“无边界课程”这一全新概念的背景和依据，以及“无边
界课程”的内涵和旨趣；从书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学校是如何设计“无边界课程”的框架与体系
，如何通过各种途径和方式推进学校课程变革的；从书中，我们可以不时地发现凝聚着铜川教师智慧
的创新理念、有效举措和精彩的教学案例；从书中，我们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教科研给整个学校带来
的可喜变化，尤其是全校干部、教师脚踏实地、潜心钻研、执着进取的精神和对学生、对学校、对事
业满腔的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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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经历就是财富，丰富经力就是增进财富。
于学校教育而言，如何丰富精力、增进人生财富是一个极其重要的议题。
实际上，真正的课程在本质上是经历的累积与变异。
在一般意义上，课程是对经历的加工，提炼与吸收；在终极意义上，课程即经历本身。
经历的“无边界”特质决定了课程的“无边界”性质。
这样，“无边界课程”的提出便有了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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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我们的问题在哪里？
　　（一）学科之间细分有余，融通不足　　学校课程实施以国家课程计划为主，因此，学科分得比
较细，这在基础性学科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其实，学科之间的知识具有关联性。
比如六、七年级的《生命科学》原意是想打破学科边界，融通学科知识，但现实是，里面涉及的物理
化学知识要到八、九年级才能接触到，学生往往学得云里雾里，这将严重影响学生学习的兴趣与学习
效果。
　　（二）教师之间阵营明显，融通不足　　尽管两所学校合并在一起，教育教学的活动也在一起，
但是教师之间的阵营还非常明显。
在九年一贯制的学校里，中小学因教材差异、学生差异、学段差异、学科差异等，除了同学科教师之
间有交流与讨论外，其他学科教师之间的交流非常少。
即使是同学科之间的教师，因为大家所教学段的差异，也往往缺乏知识、经验等方面的沟通。
　　（三）班级之间边界清晰，融通不足　　中小学校是以班级形式进行管理的，且班与班之间相对
封闭与独立。
班级建制的完整性，授课的封闭性，都使学生之间、教师之间的交流变得很少。
班级之间差异明显，个性分明。
　　（四）教学管理条块分割，融通不足　　教学的管理不是融通的，它们条块清楚，彼此互不干涉
。
像九年一贯制学校的教师在教研活动中既要参加中学的，也要参加小学的。
教师培训、教学管理都是分解清楚的，学段与学段之间不互通有无，它们是彼此独立的。
　　（五）课堂内外界限分明，融通不足　　课堂是教学的主阵地。
教师往往注重课内的讲授与学习，而忽略课外的辅导。
学生缺少课堂外的体验与感悟，这样所获得的知识是不完整的。
　　（六）学段之间层级明显，融通不足　　学段的管理是以年级组的形式进行的，而年级之间的教
材、教师、教学要求都不一样。
尤其是九年一贯制学校，学段跨度大，年级与年级之间的交流则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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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无边界课程”是“丰富学生的学习经历”的课程，是对真正的教育的永恒追寻和对古老的课程
传统的本义回归。
在这里，课程不仅仅是风景，更是欣赏风景的过程；在这里，课程表达的不仅仅是一种目标境界，而
且是一种对生命的期许；在这里，课程实践会有迷雾，也有回归；在这里，课程即诱惑，即探险，即
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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