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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与课程实施的关系逻辑

    课程与教学领导力的内在逻辑

    校长与教师教学领导力提升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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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课程与课程实施的关系逻辑

1.1 课程



  1.课程与课程实施的关系逻辑

1.1 课程

包括学校所教的各门学科和开展的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也就是

学校提供给学生在学校期间得以获取知识、能力、人格以及学习经历等

一切活动的总和。

大到学校的总体布局、硬件设施、办学思想，小到教师的课堂教学乃至

日常指导、勉励、批评学生过程中的措辞，均属课程范畴。

课程是学校教育的载体，反映了学校文化的个性，

                                              课程的品质决定着学校的教育质量。



◈目标
◈内容的组织
◈教学方法
◈评价

◈国家课程
◈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

◈计划的课程：国家标准提出的教育内容计划和

                               学校层面的教育内容计划

◈实施的课程：学校和教师实际指导的内容

◈实现的课程：儿童掌握的学习内容

◈儿童的学习会超越教师的意图与计划的方式展开

◈每个儿童经验到的课程是不一样的

◈学习者学到的，同有意图、有计划的课程无关

     或是相反的意涵



         “为保障和促进课程对不同地区、学校、学

生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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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向 课程方案 实施者的角色 方法 评价

忠实观
完全确定的，不
可变的

完全按方案执行 固定的
与方案一致性程度越高，
实施效果越好

互动
调适观

确定的，可根据
情况适当改变

需要根据实际情况
对方案进行调适

动态的
变化的

在实际中发生的变化，
对方案的调适程度

生成观
不确定的，在实
施过程中生成

实施过程中创造和
形成方案

创造性的 方案的形成和实际效果



  课程实施：五个层面



  课程实施：影响的因素





2.1 领导力（Leadership）





校长课程领导实践范式

逻辑层次 实践维度 操作要点 价值取向

目标层

学科定位 理念共识、学科宣言

立足教书育人、坚定学生立场

直面现实条件、回归学科本身

彰显系统思维、构建中观体系

强化专业阅读、更新知识基础

注重专家引领、开展桥梁研究

总是联合攻关、深化协同创新

课程重构 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生本化

教学改革 教学内容改革、教学形式改革

过程层

校本教研 建设目标教研项目化、围绕项目教研主题化

教师发展 引领教师更新知识基础、激励支持教师自主发展

文化生成 共同阅读中建立共识、实践改进中沉淀文化

驱动层

行政支持 变革领导为主、交易型领导为辅

专家引领 理论专家引领、实践名家示范

校际协作 基于项目的联合攻关、基于共识的交流展示



学校课程建设中多主体课程领导力提升策略

主体 提升策略

提升校长的课程领导力，
拓展学校课程建设的高度

加强学习，构建学校课程体系

深入一线，制定学科课程建设方案

打造团队，引领教师深入课程建设

提升榜样团队的课程领导力，
拓展学校课程建设的深度

学习反思，做到自己心中有课程

示范展示，带给其他教师课程之美

课题研究，提升课程建设的针对性

提升教师的课程领导力，
拓展课程建设的宽度

编写文本，制定学科教学规划

课堂实践，推进课程方案的落实

智慧创生，教师自主优化课程









领导1

领导2 领导3

领导4



目标落实 持续改进



领导力层面 行为表现 标准描述

指导教学组织

促进教师关系

校长从学校的教师、教学组织、教学制度方面进行指导
和服务，为教学创设良好的环境，对教学组织进行指导。

教学组织管理

教学制度管理

教学工作协调

策划教学活动

课程设置引领

校长在策划教学活动时，从教学内容、教学目标、教学
目的（促进学生发展）方面进行理念和方法上的引领，
在教学常规活动中也要起到引领和提升的作用。

教学目标管理

学生发展指导

教学常规引领

提供教学条件

教师人力资源规划

校长对教师的生涯规划提供指引，为教师发展提供资源
保障，为教学活动提供硬件和资金保障，并从宏观方面
创设教学环境，为教学提供优良条件。

教师发展资源提供

教学硬件资金保障

教学环境创设

监控教学情况

兼课
校长通过兼课、听课、巡堂、召开会议、直接与教师和
学生交流等方式监督学校教学情况。

听课

巡堂







教师教学领导力提升策略

科研驱动，教学、教研、科研一体化

学校不断创造中间平台，促教师教学领导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