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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领导是对课程管理的超越，是学校课程革新的重要途径。
学校是课程变革活动的基本单元，探讨学校课程领导的基本理论和实践运作，对于引领学校课程发展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学校课程领导引论》分为理论探讨和实践运作两部分。
理论探讨基于“大课程观”、课程与教学的整合观，围绕课程领导的背景、特征、任务以及教师角色
等方面展开讨论，理论结合实践，案例启迪反思。
同时，为了帮助学习者运用“课程领导”革新学校实践，《学校课程领导引论》着力从课程领导的首
要任务、组织支持、学校文化重建、教师专业发展、学科课程领导等方面展示学校层面课程领导的具
体运作，为学校课程制度的革新提供借鉴与支持。
　　此书可供学校管理者、学科教师、教研人员、教育管理方向的本科生和研究生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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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程评价在整个课程系统工程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因为它既是课程设计与实施的终点，又是
课程设计与实施继续向前发展的起点。
从课程系统的宏观角度而言，教师不仅仅是课程的实施者，同时也应该积极地参与课程的制定、修改
和评价工作。
因为教师在实际的教学中直接感知课程，对于该课程的优劣、对学生的具体影响、所存在的利弊等情
况最为了解，因此，教师在课程评价中应该最有发言权。
若让教师参与课程评价，不仅有利于促进教师个人的专业发展和个人素质的提高，更重要的是能为有
效地改进课程、发现现行课程中存在的问题、减少课程改革的减损、做出合理的课程决策等提供及时
有效的反馈信息；同时，教师参与课程评价也有利于他们改进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而且，当教师亲
自参与课程评价时，也会对改革的目标、改革者的真正意图、改革内容的贯彻实行做到全面了解，从
而在教学中全力落实，努力达到课程评价的真正目的。
但在我国现行的课程评价中，教师大多是课程评价的局外人和旁观者，更多的时候是作为课程评价的
对象而被评，很少有作为评价主体参与课程评价的机会。
这不仅是课程评价和课程研究中的一大失误，更是教育研究和教育改革中的一大失误。
　　我国新一轮的课程改革与过去最大的不同，是将课程发展的主体落实至学校，学校拥有更大的课
程自主权，让学校教师思考教什么，如何教，让教师参与课程的设计、开发等，使教师得以在课程发
展的点滴过程中发声。
在课程开.发中，教师凭借着专业及对教育情景的充分理解而成为最佳的课程开发者，当然也会是最佳
的课程评价者。
那么，在现实中评价与教师的距离有多远？
教师与课程评价究竟有何关系呢？
　　台湾课程专家陈美如认为教师与课程评价有以下的关系：　　（1）课程评价是帮助教师了解及
改进课程开发的重要机制。
　　（2）在教师的真实教学生活中，评价无时无刻不在发生。
例如对教学及学生学习过程中的观察、评量、教学自省等。
　　（3）教师和评价的距离并不那么远，评价应是教师的教学专业技能之一，但除了应用在学生学
习的评量外，在担负起课程开发责任的同时，有关课程与教学的评价则显得相当重要。
　　（4）至于谁来评价？
除了外部的专家外，实际的课程设计与实施者（教师）最了解、也最适合从事学校本位课程评价的工
作。
教师，是最佳的课程评价者。
　　⋯⋯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课程领导引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