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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中远实验学校

校级课题研究管理手册

（一级子课题）

2015-2016 学年度第一学期

课题名称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课程统整建构与实施

一级子课题名称 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学科课程统整

课题实施时间： 2015 年 5 月 至 2018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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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表 说 明

一、请用电脑打印或钢笔准确如实填写各项内容，书写要清晰、工

整。

二、本管理手册内容见目录，可以根据实际研究过程增加一些过程

性研究记录。

三、填写时如栏目不够，可自行加页。

四、本管理手册为课题研究过程管理及课题评审与考核的重要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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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实验（子）课题方案（摘要）

子课题名称：基于核心素养培育的学科课程统整

主管部门 教学部 配合部门 学生部等

背景分析：

近年来，国内外教育界都加强了对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研究，国家

教育部经过三年多的研究，也于近日正式发布了中国学生发展六大核心

素养，本次基于学生发展核心素养的顶层设计，将指导课程改革，将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作为课程设计的依据和出发点，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加强

各学科课程的纵向衔接和横向配合；学校作为上海市新优质学校，在新

五年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出， 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学校课程建

设进一步多元统整建构并有效实施，在实施中完善对三类课程分类相应

的管理、评价和展示机制，使学生的核心素养成为整个学校课程建设的

灵魂，统整学校课程规划和建设的各个要素，使学校课程从毫无关联的

单一课程、碎片课程或表面关联的课程架构走向实质关联的课程和有质

量的素养课程；同时，学校开展该课题研究具备一定基础：办学起点较

高；师资力量较好；学校围绕课程教学工作的一系列制度的较为详细；

学校课程框架已有较好架构；教师群体有意愿且愿意积极投身课改、科

研实践，无论是学校层面还是教师层面都希望能在学科课程的统整等方

面进一步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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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目标：

通过加强对学校课程中相关或相近的课程及学习领域进行整

合，逐步形成符合未来社会需求的校本化学科课程群，创建特色课

程，从而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促进教师从学科教学角色向综合教

育角色的转变，在实现课程统整的同时，实现教师知识和教学能力

的拓展和提升，逐步树新的教学观念，改变传统的教学习惯，适应

课程综合的潮流；促进学生全面和谐发展，在课程整合活动中转变

学习方式，能够自主学习，合作学习，探究学习，使学生核心素养

得到发展，形成健全的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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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内容：

A:基础型学科内容统整研究。

主要研究课程内容要求的统整架构（单元主题设计）和课程校本练习的

统整编订

B:基础型课程与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统整研究。

主要研究学科综合活动课程推进 。拓展型课程是基础型课程的拓展和

延伸，本实验着眼于开发和设置由基础型学科延伸、综合或拓宽而形成

的其它学科课程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活动课程，并与基础型学科

紧密结合。

C:主题式跨学科统整实践研究。

以学科间的关联内容或相通专题为核心，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相互补融、

有效整合，基于项目（主题）的跨学科整合式课程教学，整合过程中注

重形式整合、内容整合、教学设计整合，让学生真正面向生活、面向社

会、面向问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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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方法：

多方合作，行动研究：该课题将由校长室负责，教学部、科研室和教研

组共同合作，开展行动研究。

自主申报，组团攻坚:各教研组依据一级课题实验内容和组内基础，自

主申报二级子课题研究；同时整体设计推进项目，备课组成员分工推进，

在已有课程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一段时间实践和反思形成学科统整的基

本框架。

理论引领，分部实施：科研室将集中力量开展理论学习和培训，使教师

了解和熟悉所研究内容的确切内涵。

机制保障，有力推进：列为学校发展重点项目，建立项目管理激励机制，

保障有力推进，教学部统一安排牵头推进，教研组、备课组负责具体研

究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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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步骤：

时间 内容 负责人

第一阶段

2015、9-2016、6

项目立项：

组织全体教师学习核心素养、课程统

整等内容；

教学部确立一级子课题内容；

教学部

第二阶段

2016、7-2017、12

项目实施：

各教研组制定本学科课程统整方案；

教研组依据方案开展课程统整实践；

开展中期项目研讨交流活动；

教学部

教研组长

第三阶段

2018、1-2018、6

项目总结：

提炼学科组开展学科统整经验，撰写

相关文集和案例

组织开展全校课程统整交流研讨活动

教学部

教研组长

成果形式：

1、围绕学生发展核心素养培育，各学科制定学科课程实施方案。

2、各学科组提炼研究经验，形成学科组整体开展学科统整的经验集

或论文。

3、部分学科组开发和形成一套体系完善，统整实施的校本课程（含

活动课程）；编订单元主题设计或分年段核心知识点落实表。

4、主题式跨学科课程实践取得成效，形成典型案例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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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实验（子）课题核心小组成员

性别 年龄 职 务 学历 职 称 项 目 分 工

男 44 副校长 本科 中高 全面负责项目实施

女 35 副校长 本科 小高 全面负责项目实施

男

39 教导主任 本科 中级 具体负责项目推进

女

40 教导主任 本科 小高 具体负责项目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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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实验（子）课题核心小组会议记录

会议主题：

时间 2015、5 地点
三楼会议室

1、 理论学习：核心素养概念、学科统整相关理念

2、研究内容：

A:基础型学科内容统整研究。

主要研究课程内容要求的统整架构（单元主题设计）和课程校本练习的统整

编订

B:基础型课程与拓展型（研究型）课程统整研究。

主要研究学科综合活动课程推进 。拓展型课程是基础型课程的拓展和延伸，

本实验着眼于开发和设置由基础型学科延伸、综合或拓宽而形成的其它学科

课程和满足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活动课程，并与基础型学科紧密结合。

C:主题式跨学科统整实践研究。

以学科间的关联内容或相通专题为核心，打破学科界限，进行相互补融、有

效整合，基于项目（主题）的跨学科整合式课程教学，整合过程中注重形式

整合、内容整合、教学设计整合，让学生真正面向生活、面向社会、面向问

题，培养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学生综合素养。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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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验（子）课题研究、交流活动记录

日

期
11、25 地点

六 楼 合

班教室

活动

形式

上课、

研讨

参

加

人

员

本校中小学所有教师、托管学校以及区见习教师。

主

题

“实施学科统整，激发能动学习”

主

要

内

容

及

过

程

活动 节次 时间 学科 课题

观课

第一节 14：25-15：00 小学语文 《 绘 本

解读》

第二节 15：10-15：50 初中生命科学 《模拟伤口

处理和包扎》

说课

评课

15:50—16:10

校本

练习发

布

16:10—16:30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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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实验（子）课题学习、培训活动记录

主题 课程、三类课程及课程统整基本概念

时间 2016、9 地点 三楼会议室

参加人员 全体课题组成员

发言记录：

一、什么是课程？

课程是指学校学生所应学习的学科总和及其进程与安排。广义的课程是指学校为实现培养目

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及其进程的总和，它包括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

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某一门学科。

二、上海市基础型课程、拓展型和研究型课程三类课程的关系？（依功能划分）

课程 基础型课程 拓展型课程 研究型课程

定位 基础型课程是为落实国家对中

小学生共同基础要求而设置的，

它体现了国家对中小学人才培

养的基本要求。

拓展型课程以培养学生的主体

意识、完善学生的认知结构、改

善学习方式、提高学生自我管理

和选择学习的能力为宗旨，是一

种体现不同基础要求、具有一定

开放性的课程。

研究型课程以帮助学生

形成自主的、探究的、合

作的学习方式和基于生

活经验与课程资源的学

习能力为目的

课程、科目 17门学科（初中） 学科类、活动类科目（班级数 2

倍）

一、二级主题和具体学习

研究项目

修习方式 必修无选择 自主选修（周五小学快乐活动日

和初中探究活动日）

限定选修（专题教育、实践活动）

自主研究、教师指导

课 时 安 排

（每周）

26-27 课时 4-5 课时 2课时

相 互

关系

拓展型课程是基础型课程的拓展与延伸，是为研究型课程的学习积累更宽泛

的知识与能力、经验与方法，有承上启下作用。

三、课程统整？

统整的字面意思是统合整理，就是将两个或两个以上，看起来不相同但却相关的概念，事物

或现象组成一个有意义的整体。

从广义上讲，课程整合是指将两种、两种以上的学科，融入到课程整体中去，改变课程内容

和结构，变革整个课程体系，创立综合性课程文化。

从狭义上讲，课程整合就是将两种学科、两种以上学科，融合在一堂课中进行教学。 狭义

课程整合：对教师、学生、教学本身都提出了更高的综合性要求。这种要求并非面向知识，而

是强调把知识作为一种工具、媒介和方法融入到教学的各个层面中，培养学生的学习观念和综

合实践能力。

（此表可复制）

http://baike.so.com/doc/2972604-3135693.html
http://baike.so.com/doc/5422096-5660288.html
http://baike.so.com/doc/1734728-1833977.html
http://baike.so.com/doc/5422096-5660288.html
http://baike.so.com/doc/6101030-6314141.html
http://baike.so.com/doc/6066841-627990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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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实验（子）课题阶段性自评报告（摘要）

自评日期 自评负责人

阶段性

实验内容

及成果

存在困难

和问题

下阶段

实验思考

备 注

（此表可复制）



14

14

七、实验（子）课题阶段性评估意见

评估日期 评估组负责人

评估组成员：

评估意见：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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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实验（子）课题终结性实验报告

（此表可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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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实验（子）课题研究成果一拦表

序号 成果名称
成果

形式

完成

时间
完成人 发表或获奖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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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子课题研究过程资料总目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