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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议校本课程开发的理解及意义 

杨鹏 

（西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甘肃  730070） 

[摘  要]我国基础教育实行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校

本课程已成为国家课程计划的一部分，这就使学校担负起开发校本课程的责任。

正确理解校本课程、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及校本课程在我国推行的意义，对指导

各类学校的校本课程开发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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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教育课程长期以来由国家统一制定开发，并强制所有的学

校严格执行，这种体制存在着难以适应地方和学校的差异性现实等

诸多不足。新近一轮的课程改革顺应当今国际上课程管理体制变革

的趋势，《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提出本次改革的几项目

标，其中对课程管理的改革是实行三级课程管理制度，改变课改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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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的阐述在第七部分：“学校在

执行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同时应视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具体情

况，结合本校的传统和优势、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开发或选用合适

本校的课程。各级教育行政部门要对课程的实施和开发进行指导和

监督，学校有权利和责任反映在实施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中遇到的

问题。” 

三级课程的设置具体落实了教育的统一性与多样性相结合的重

要措施，是国家课程开发的补充，措施有助于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

要，体现学校办学的特色，并且适应地方经济和文化特点。 

一、校本课程和校本课程开发的内涵 
校本课程是学校在落实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的前提下，通过对

本校学生的需要进行科学评估，充分利用本地区和学校的资源开发

出的多样性、可供学生选择的课程。校本课程开发是指学校根据国

家教育方针和本校的办学思想，以学校为基地进行的课程的规划、

编制、实施和评价的一整套活动。“校本开发”重在倡导一种自下而

上的课程开发和课程改革的模式，呼吁新的课程管理体制的诞生。

对这一定义的理解应注意以下三个方面问题：（1）校本课程开发是

一个整体的活动，绝非仅仅编教材；（2）校本课程开发从字面上理

解包含着两个层面的活动，即“校本课程的开发”与“校本的课程

开发”，前者把重心放在校本课程上，它是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相

对应的课程板块，而后者的重心则在“校本”上，它不仅包括与国

家课程、地方课程相对应的课程板块，同时还包括对国家课程、地

方课程的校本化的开展；（3）校本课程开发与过去的“兴趣小组”

或“课外活动”既有区别又有联系。 

我们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中关于三级课程的阐

述中不能明确得到学校在三级课程中到底如何去实施，校本课程到

底是要求开发本校的课程，还是开发校本化的课程，也就是要理解

“校本的”课程开发与校本课程开发的区别。在理解了校本课程和

校本课程开发的解释后，我认为校本课程更应该将其理解为校本化

的国家、地方课程与本校新课程的开发的结合，且其中校本化国家、

地方课程的措施更容易操作实施，这有利于校本课程的全面实施。 

现实中，很多的学校都将“校本课程”理解为教材的全新开发

层面上，希望自己拥有与其他学校不同的课程，但事实上，课改的

重要目标是使课程更有利于学生的个性化，适应学生的差异性特点。

众所周知，教材全新开发需要多方面条件的配合，并且学校还要让

其充分具有本地区的特色，这对单独的学校或教师都具有很大的难

度。实际中，学校和教师可以从国家课程、地方课程的校本化做起，

由简入难，逐步深入。在校本开发上，与其困难的全新开发具有本

地特色，且满足学生兴趣所需的课程，不如从校本化已有课程基础

上作起。 

二、校本课程开发的重要意义 
1.有利于促进学生个性的成长。“一切为了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是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开发校本课程能更好地满足学生多样化发展

的需要，改变学生被动接受教育的现状，促进各种层次、各种特长

的学生的主动发展；能让学生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自己感兴趣的课

程，参与自己应有的课程决策，充分发展自己的个性；能够改变学

生的固有思维模式，拓展学生的想象力，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

造能力，树立自我发展意识，全面提高素质。可见，校本课程开发

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以学生潜能的充分发展为终极追求目标。 

2.有利于促进教师专业的发展。校本课程开发和教师的专业发

展具有内在的统一性。校本课程开发呼唤教师的专业发展，同时也

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可以说，教师专业发展是校本课程开发的必

然追求。 

（1）校本课程开发，改变了教师的传统角色，在某种程度上使

教师从原来的课程的消费者和被动的实施者，转变为课程的生产者

和主动的设计者，真正成了教育活动的主体。 

（2）校本课程开发使教师意识到自己在知识能力上的不足，对

教师知识的更新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教师具备一定的专业技能

和钻研精神，具备不断学习、终身学习的愿望，随时捕捉最新的教

育信息，善于学习和接受新的教育思想与教育理念，使自己位于教

育理论前沿，从而适应课改的发展。 

（3）校本课程开发为教师提供了一个积极主动和创造性地发挥

教育智慧的空间，开阔了教师的视野，使教师有机会全面地了解课

程编制的过程和把握课程的纵向与横向结构，更加深刻地了解国家

教育方针和办学宗旨，提高自己的课程意识、课程资源的筛选和组

织能力及专业素质。 

（4）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使教师面临着与传统课堂教学完全不

同的“课程环境”。这样，教师在充分掌握所教学生的个性旨趣和知

识能力差异的基础上，利用当地的课程资源，积极参与校本课程的

开发，素质与能力会逐步提升。 

3.有利于促进学校特色的形成。学校特色主要体现在学校的教

学方面，这就需要教师和学生共同来达成。学生和教师的特长或专

长是学校特色的具体表征，学校特色是学生和教师发展的自然结果。

学校的办学特色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学校的课程特色。校本课程开

发充分尊重和满足学校的独特性和差异性，扩大学校在课程上的主

动权，使学校可以因地制宜地进行课程创新，从而提高办学效能，

创立自己的办学特色，促进自身发展。可见，学校特色的形成是校

本课程开发的自然追求，或者说是自然结果。 

总之，校本课程的目标就是满足学生学习需求和差异需要、体

现学校特色，同时它对学校及教师是一种挑战，在校本课程的实施

中促进自身和学生个性的发展，校本课程开发是提高教师专业水平、

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的一条有效途径。作为学校，应该通过参与式

的校本培训，不断强化教师的课程意识，进而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本

质，掌握课程开发的本领。作为教师，更要进行自主学习，多阅读

一些课程理论和校本课程开发理论方面的书籍与报刊，以获得理论

的指导和实践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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