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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成果书系：为了明日的辉煌》是上海市“双名工程”中学
校长一组基地学员成果集，主要针对在中学学校的管理和开拓上，提出新的思路，全书共收录了十多
余位中学校长办校的宗旨和理念，鲜明生动。
共包括基地概况和收获与成长两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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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基地概况·主持人专家团队介绍学员介绍“主体性·体验式·活动型·项目化”培养模式的再探索
——王志刚、徐永初名校长培养基地总结·收获与成长·“景观文化课”的课程特点及其价值现代教
育呼唤有个性的教师让优质教育资源有效辐射，推动薄弱学校和谐发展——上海师大附中委托管理徐
汇区龙华中学五周年中学生品格养成的行动研究试论校长的课程领导的实践缺失以“学案”、“学本
”为依托着力培育学生的可持续学习品质关于社会人文类拔尖人才早期培育的初步探索制约校长课程
领导力发挥的几个“点”的成因分析构建“生态课程”，实施“和谐教育”——关于办学理念的思考
与实践高中学生的课程选择——“影子校长”对美国加州圣罗莎（Santa Rosa）学区的观察与思考普通
高中学习困难学生课堂学习心理分析与调适策略探究上海市YQ中学教师“个体内差异评价”的个案研
究提升研究型学校文化，满足多元性自主发展浅谈校本研修的“科研化”——基于教师专业发展的实
践与思考四动吾参与，校园有活力——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关于素质教育实验的行动研究项目推
进，主动研修，自主发展一上海市洋泾菊园实验学校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探索建设绿色班级，构建和谐
家园——虹口高级中学绿色班级建设的研究与实践班主任工作评价标准改革的研究与实践致力学校内
涵建设，促进学校可持续发展——城市化进程中的学校发展与思考高中阶段生成性课堂教学策略实践
研究生活德育视野下高中生自治治事能力培养途径的实践研究初探普通高中课程领导与课程执行的理
性考察在学校70年历史中寻求发展智慧正确处理八个关系，提高学科教学效益——以中学历史教学为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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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试论校长的课程领导的实践缺失　　上海市曹杨第二中学王洋　　随着课改的逐步深入，课改进
入实施攻坚阶段。
课程实施不是一个简单执行课改方案的过程，而是一个统一理念、互动调适、主动创新的过程。
不同学校，面临共同的问题和个性化问题。
这些问题的有效解决必须依靠社会、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学校领导、学校教师和学生家长共同协力完
成。
从设计到实施重心逐步下移，学校处于中心位置。
校长的课程领导就成了必然和必须。
其中，校长的课程领导是课改成功与否的重要主导力量。
校长的课程领导不只是管理校本课程，不只是研究学校的课程计划，而是全面指引和统领课程改革在
学校中的实践和创新。
然而现实中，由于对学校课程领导的理解存在误解、甚至是曲解，造成校长的课程领导的功能缺失，
影响了校长的专业化发展，更是对学校课程建设和改革带来消极的影响。
本文重点思考课改中校长的课程领导的实践缺失，试图提出解决问题的对策。
　　一、校长专业职能的实践缺失　　综合已有的信息，校长的职能可以分为三个方面：内部行政管
理、课程教学领导与管理，公共关系协调（指学校与上级行政部门之间、社区之间关系）。
由于目前校长（尤其是正校长）的选拔和培养是按照行政干部标准进行的，因此，在行政管理和公共
关系协调方面具有较高的要求，而在课程教学领导与管理的专业素养要求往往不能满足实践需要。
若校长的课程领导不足，则制约课改的深入开展，制约教师的专业化水平的提高，制约学校按教育教
学规律办事与教育科研的整体工作水平，制约全面教育质量的根本提高，制约校长本身的专业影响力
，使得校长不能真正成为学校的灵魂人物。
然而，我们有多少校长、教导主任、教研组长具有课程理论素养，而具有的这些课程理论素养也未必
就能满足学校当前课改的需求。
在这样基础上的课改，很难期望有积极的效果。
校长的课程领导意识、能力成为当前课改深入发展，首先要直面解决的问题。
当前，关于课程领导的理解比较模糊，尤其是将校长的领导行为与校长的课程领导行为混为一谈。
　　二、校长的课程领导的涵义　　美国的格拉索恩（Allan A.Glatthorn）提出“课程领导所发挥的功
能在使学，校的体系及其学校，能达到增进学生学习品质的目标”。
强调课程领导的“功能”而不是“角色”，这种功能是以目标为导向的。
强调课程领导是学校整个组织和个人达成目标的过程。
传统的课程管理重视监管，不能充分发挥教师的主观能动性，教师只是被动的执行者，而不是积极的
建设者，剥夺教师参与课程建构的权力，造成教师课程专业素养的短缺。
当前强调课程领导不单包括校长，而且包括学校内教师，研究校长的课程领导具有更大的实践意义。
　　在此课程领导理念基础上，台湾学者们与教育实践者于上世纪九十年代提出“课程领导指领导者
基于课程专业知识经由各种领导行为，整合各项资源带动教育环境相关人员进行课程规划、_课程发
展、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程评估以改进课程品质，提升学生学习结果，达成课程目标的历程。
”这种表述符合我们的思维习惯。
揭示了课程领导的主体指领导者（但不只是校长）。
领导者（可以是教师、学校课程专业组织一学校课程专业委员会、校长、教育行政主管部门有关人士
）本身必须具有课程素养，通过一定的途径（领导行为、课程资源），加强课程内涵建设（规划、设
计、实施、评估），达到目的（改进课程品质，提升学生学习品质），达到课程目标，这既是结果，
更强调过程。
　　校长的课程领导指校长基于课程的专业知识，发挥领导功能，提高环境支持，引导学校成员增进
课程专业能力，并成立课程规划小组，思考教育目标，共同建构学校愿景，针对学生需要、学校及社
区特性制定课程目标，选用、调整以及自编教材，设计符合学校办学理念，具有学校特色的优质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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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加以实施、评估，以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这是在进行校本课程建设过程而提出推动课改的课程管理理念的创新，从课程管理到课程领导是对学
校成员的主观能动性的发挥与课程素养的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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