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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课程领导是指在学校情境下，课程领导者影响教师参与课程发展的过程，通过这一过程，激发教
师参与课程变革的动机，提升教师参与变革的能力，促成学校民主、和谐、开放的教学文化，达到促
进学校课程发展和提升学生学习成效的目的。
课程领导对于深化课程改革，促进教师专业发展，培育学校文化等均具有积极的意义。
特别是在当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课程领导对于落实三级课程管理体制，推进新课程的实施，
促进校本课程开发等具有重要作用。

《学校课程领导研究》梳理了中外课程领导研究文献，回顾了课程领导的缘起与发展、课程领导的模
式以及目前主要的课程领导理论。
在借鉴相关研究的基础上，从课程领导的含义与层次、角色与功能、任务与原则等方面系统地阐述了
课程领导的基本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设计了学校课程领导调查问卷，以了解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过程中的学校课程领导现状。
在研究结果的基础上，确立学校课程领导在学校课程发展与改革过程中的应有作为，寻求提高学校课
程领导效能的有效策略和途径，加强我国中小学的课程领导，对改进我国中小学的课程领导实践以及
新课程的深入推进提出若干建议。

学校课程领导调查问卷内容具体涉及校长和教师对学校课程领导的认知现状、校长的课程领导现状和
教师参与学校课程领导的现状等内容。
问卷调查的对象是实施新课程的义务教育阶段的校长和教师。
问卷调查采用随机取样的方法在内蒙古、甘肃、宁夏、山西、河南、广东、浙江和黑龙江8个省区
对772名教师进行问卷调查。
为了了解在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推进过程中，校长和教师、城市教师和农村教师、骨干教师
和非骨干教师与不同性别、不同地区、不同年龄段和教龄段的教师对学校课程领导的认识和实际参与
隋况，本研究的取样尽可能顾及城市、县城、乡镇和农村学校的校长、骨干教师和非骨干教师，并尽
可能兼顾教师的性别、职务、年龄、教龄和教师任教学科的分布情况，同时还兼顾到中学和小学教师
的分布。

研究结果表明，我国中小学的校长和教师对学校课程领导的认知较为清楚。
校长和老师能普遍认识到学校课程领导就是对学校课程与教学事务的引领和管理，其首要任务是在学
校中培养一种支持课程改革的学校文化；学校课程领导的主体是包含校长、教师、学生、家长和社区
人士参与的领导团体；校长和教师的课程领导对于学校课程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研究结果同时表明，在新课程实施背景之下我国中小学的课程领导还存在如下问题：
一是校长的课程领导相对不足。
校长在学校实际工作中仍然以行政事务为主，对学校课程与教学的关注程度较低；校长对教师的专业
指导和支持明显不足，对教师参加各种进修和培训的倡导和鼓励程度也不高；校长仍然习惯使用自己
的行政影响力，其自身专业权威的运用则相对不足；学校缺乏外部资源和外在力量的支持，学校的民
主和开放程度不高，还没有形成民主、合作、开放的学校文化；学校的教学文化和教师文化仍然以教
师“单兵作战”和“单打独斗”式的个人主义文化占据主导；教师也没有形成新课程所倡导的合作的
工作习惯和工作方式；校内的沟通呈现出一般行政组织的科层性、层级性和垂直性的特点。

二是教师的课程领导亟待加强。
学校中教师的课程与教学权力较小，教师参与学校课程领导的机会和程度较低；学校没有给教师提供
参与学校课程和课程事务的渠道是教师课程领导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教师缺乏必要的课程领导知能和
时间，阻滞了教师在学校课程领导中的实际参与；不同类别、不同特质、不同性别和不同年龄段和教
龄段的教师对学校课程领导的参与意愿、参与机会和程度是不同的，同时还表现出明显的城乡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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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

研究还就如何加强我国中小学课程领导提出了建议，具体包括：首先，要加强校长自身的课程领导，
转变领导观念，赋权给教师，重建学校为学习型组织，重塑学校文化，形成合作与分享的教学文化。
其次，要注重发展学校中教师的课程领导，增强教师课程领导的知能，充分发挥教师的积极性、主动
性和创造性，为教师参与学校课程领导提供机会和条件，重视教师在学校课程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这不但是加强我国中小学学校课程领导的必由之路，也是深化课程改革，继续深入推进新课程的必然
选择。

《学校课程领导研究》的作者是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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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族，1976年6月生，内蒙古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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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为教师赋权，使他们具备一定的决策和管理权力，并组建有效的教师团队，实施学校课程的
团队领导
　　(四)创建学校共同愿景，发挥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激励教师为学校的发展贡献
个人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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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重视和开展以校为本的教师教研和培训活动并增强其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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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学校课程领导研究》在对中外课程领导理论研究进行全面总结的基础上，采用实证的方法，通
过问卷、观察和访谈等，对我国中小学课程领导的现状、问题进行了全面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就我国
中小学如何加强和改善课程领导，深化课程改革、促进基础教育课程发展提出了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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