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学生提供可持续的发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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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湖南师大附中的发展史上，附中人对课程的改革与建设的思考和创新从未停息。早在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校本课程改革开始在学校萌芽，并在生活体验这一领域内得到长

足发展。本世纪初，成为全国四所最先开始高中课程改革的先行试点校之一。到 2007 年，

我们开始了以“校本化”为核心的“二次课改”。2012 年，我们致力于现代教育实验学校建

设，力图构建全新的教育教学体系、学生成长服务体系、教师发展支持体系、教育资源配置

体系。“为创新型高素质人才培养奠基”的目标，决定了湖南师大附中课程改革的线路图和

坐标，决定了湖南师大附中课程体系的构建和课程实施的方式。 

在多年的实践中，我们认为：学校一切有目的有组织的教育活动都是课程。学校的一切

具有教育内涵的活动都能促使学生去体验、感悟、分享、合作、探究，因而都是课程；而这

些活动也只有通过课程化，才能引起师生、家长的重视，最大限度地发挥它的育人功效。 

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源于一个信念：以课程改革，驱动学校的前行，以优质的课程，支

撑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课程体系：让每个学生都实现最佳发展 

在充分考虑资源、学校、教师、学生等方面的差异后，我们旗帜鲜明地提出了“承认差

异、因校制宜”的课程建设思路，在坚持国家课程的基本精神和总体方向的前提下，主动、

深入地研究本校学生、教师、文化、所在地域等种种实际，因校制宜、因人而异地对课程进

行创造性、高效益地建构和实施，以使它更符合本校以及全体师生的实际，从而高质量、有

特色、创造性地实现课程目标。 

在上述人才培养目标、课程观及

课程建设理念的指导下，2001年，湖

南师大附中初步构建了“两性四型”

课程体系，将课程分为“基础性”和

“拓展性”两大类。基础性课程为国

家课程；拓展性课程为学校课程，包

括提高型、兴趣型、实践型和研究型

这四小类课程。这样的课程框架的设

置和运行已开始显示新课程结构的开

放性、互动性、多样性特征，符合高

中阶段学生的身心特点与学科教育的

特点，既着重培养了学生的基础学力，又为学生发展性学力和创造性学力的培养奠定了基础。

十多年来，我们一方面不断完善、丰富这一课程体系，努力使它与国家课程体系相互渗透，

相辅相成，有效对接；另一方面，踏踏实实地、坚定不移地做好课程资源建设和课程实施工

作。 

比如，我们将国家课程中的社会实践以拓展性课程的形式组织实施，一共开发了军营生

活体验、农村生活体验、企业生活体验和职业生活体验 4 个科目。为了使其不流于形式，学

校分赴韶山、浏阳、醴陵等地，建设了近 20个社会实践活动基地，其中企业生活体验基地的

布点已经覆盖湖南的四大传统产业（茶叶、烟花、湘绣、陶瓷）和多个现代企业，农村生活

体验基地也遍布了湖南的不同区域农村。这些基地的建立不仅推动了实践课程的规范发展，

也为实现课程长效推进奠定了基础。 



经过多年的开发和完善，学校的兴趣型、提高型课程目前已达 200 多门，内容涉及社会

人文、自然科学、数学、体育艺术、实践技能等领域。这些课程都是充分挖掘和利用学校和

社区资源的结果，充分考虑了学生的多种需要以及时代发展的需要，因而都深受学生欢迎。

自 2012 年起，学校又推出周末“惟一论坛”，每周邀请 1-2 名省内外知名专家、学者来校为

学生讲课，学生可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听课。“惟一论坛”至今共开讲了 60 多个专题，让学

生感受了学术氛围，浸润了学术文化。 

所有这些因校制宜的课程体系，不仅全面落实了国家的课程要求，充分体现了新课程多

样性、选择性的特征，体现校内校外、课内课外相结合的全员育人理念，同时，也为培养全

面发展、个性优良的高素质创新型人才奠定了坚实基础。 

学校毕业生徐菀檠是一位学业成绩优异的学生，热爱播音主持和艺术表演兴趣。在大学

学习期间，曾主演校庆宣传片《学在清华，等你体验》，主持百年校庆综合文艺晚会，先后获

得全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金奖、最佳展示奖等荣誉和奖励，并同时被牛津、剑桥两所

世界顶尖名校法学院以全额奖学金录取。在清华大华这样优秀者云集的学校里，徐菀檠为何

能在各个方面脱颖而出？  

在她给母校老师的信中，她给出了答案：“直到现在，母校‘两性四型’中各种各样的课

程，仍然是作为附中学子的我最感到骄傲的地方。艺术节中，我们‘舞动青春’、‘放歌颂祖

国’，我们排练集体舞、音乐剧，沉迷在艺术的创造与欣赏中；兴趣课上，我曾在古诗词鉴赏

课堂上和老师同学们徜徉在古人的诗情画意里，曾在烹饪课上炒出一道道美味的菜肴，曾在

体育馆里一遍遍踢腿出拳练习散打；农村生活体验中，我和许多同学一样，第一次看到木板

搭的简陋厕所，第一次光脚踩到泥巴地里插秧割稻，第一次顶着酷暑晒到脱皮……”  

还有许多毕业生反复提到综合实践活动（研究性学习、四大节、四体验、两服务等）、 

“两性四型”课程。单丹丹同学说：“通用技术课对大学学习很有帮助，进入大学第一次

上电路焊接课，同学们都不会弄，但是我在中学的通用技术课上学过，我比别人领先了

一步。”栾之珑同学说，兴趣课程“拓扑学”为她的大学学习打下了基础，“诗歌欣赏”

则培养了她的审美能力，学设计的她有些设计灵感来自于高中的兴趣课…… 

正是因为课程体系充分考虑了学生之间的差异，为不同的学生创造了成功的机会，从而

成功地激发了学生的内在学习动力，使得每一个学生都能各展其能、各扬其长，实现自身的

最佳发展。他们不仅收获了“高考”，收获了“分数”，而且收获了比同龄人更多的人生附

加值。 

教学组织形式：全体必修+群体必选+个体任选 

面对考招改革，我们理性分析每班 55 人的大班额、有限的功能教室、可供调度的教师

资源等实际情况，不盲从、不跟风，实事求是，开创了“组合式”的教学组织形式。 

这种组合式的教学组织形式有两层含义。 

广义的组合即全体必修+群体必选+个体任选，即从三年整体上看，即便全体必修和群体

必选学生所学习的课程内容相同，但由于个体任选的课程内容不同，每个学生的课表也不尽

相同，如高一某班两名同学周二的课表所示。 

表 1：高一学生课表 

 1 2 3 4 5 6 7 8 

班级课表 语文 数学 英语 体育 物理 历史 兴趣课 体锻 

A 同学 
语文 数学 英语 

篮球 
物理 历史 

化学与社会进步 
体锻 

B 同学 体操 生活中的经济学 

  

狭义的组合为拓展型课程之培训课培训学科的组合。根据学生的实际需要，高一、高二

每周进行 2次 2个学科的分层次培训，分别安排在周二和周四下午。有的学生在语、数、外、



政、史、地 6个学科中任选 2 科；有的学生在语、数、外 3科和理、化、生 3科中各选 1科；

体育、艺术等特长生进行 1次特长培训、1次文化培训，或者 2次文化培训。 

这种组合式组织方式又通过以下几种组织形式来落实：①广义的组合中全体必修、群体

必选采用行政班级授课制。②个体任选的提高型、拓展型课程采用走班制。③研究型课程基

本理论、通用技术课、四大节、四体验采用集中授课制。④实验类、探究类课程，我们全天

候、全开放实验室、图书馆等场馆，让学生自主体验。比如实验室的开放，任何学生只要提

前一天向实验室申请预约，都可以在实验室做自己想做的试验。 

这样，通过“全体必修+群体必选+个体任选”，采取行政班级授课制、分层分项走班制、

团体辅导制、自主体验制等多种形式，开出了基础性课程、兴趣型课程、研究型课程、实践

型课程、提高型课程等不同科目、不同层次的课程，成功地实现了“常规课整体推进打好基

础，拓展课自主选择扬长补短，辅导课个别跟进释疑解惑”，从多个层面满足学生整体化、

个别化、个性化的需求。 

表 2：组合式教学组织形式一览表 

课程类别 开课方式 组织形式 预期效果 

基础性课程 
全体必修、 

群体必选 
行政班级授课制 整体推进打好基础 

拓 展 性

课程 

提高型 个体任选 分层走班制 自主选择扬长补短 

个别跟进释疑解惑 兴趣型 个体任选 分项走班制 

实践型 全体必修 自主体验制 
整体推进打好基础 

个别跟进释疑解惑 研究型 全体必修 
团体辅导制与 

自主体验制相结合 

依照组合式开课方式，每逢周二、周四下午，湖南师大附中高一、高二的学生就会从各

自的行政班级走出来，依照自己的选课组合，到符合自己学习兴趣、学习基础和学习能力的

不同教学班级去上课。这种教学组织形式真正尊重了学生的个别差异,真正使学生处于主体

地位,使得学生的潜能得到了主动地、充分地发展。 

课堂教学：追求 “一课多得” 

课程实施的过程中，课堂教学是最为关键的一环。课程理念、课程内容等都要通过课堂

教学来体现，它的效益，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整个课程的效益。 

随着教学组织形式从单一到多样的变迁，湖南师大附中对于课堂教学的方式方法的思考

也随之不断深入。我们一致认为，“教学有法，教无定法，贵在得法”，教师不能固守一种模

式进行教学，否则与“满堂灌”模式毫无二致，一样会饱受诟病，缺乏持久的生命力。 

为了构建灵动的课堂，学校倡导教师“养正出奇”。课堂教学的“养正”，指教师遍学各

种科学的、先进的、经典的、成功的教学策略与方法；“出奇”则指灵活施教，不拘泥于一

定的教学策略与方法。教师广泛涉猎，融通百家，才能得心应手，自成一家，形成自己的“没

有模式”的模式，形成自己独具魅力的教学风格。 

在此基础上，为了构建高效的课堂，学校强调师生的 “三导四学”。“三导”是指教师

的引导、指导、督导，“四学”是指学生的自主学习、探究学习、合作学习、体验学习。“三

导四学”的出发点，就是进一步增强学生学习主动性，教师的主导性，加强教学的针对性，

提高教学的实效性，真正实现“一课多得”，努力增强课堂教学的本身价值和附加值。 

灵动而高效的课堂教学，成功激活和唤起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热情，提升了学生主动探

求的欲望和能力，使得湖南师大附中的课堂焕发出了鲜活的生命力。正因为如此，虽然学生

花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社团、兴趣型课程、实践型课程等与考试无关的校本课程之中，湖

南师大附中学生的学业成绩仍然稳步提升。 

2012 年 7 月，湖南师大附中派出“湖南师大附中高中毕业生后续发展”调研小组，分



赴华北、华东、中南等地区的全国著名高校，开展调研工作。调查结果显示，师大附中学生

综合素质强，发展后劲足，与来自其他中学的学生相比，呈现出明显的优势。在与学生的座

谈中，他们一再提到高中阶段的“两性四型”课程体系对他们的重要影响，他们不仅收获了

“高考”，收获了“分数”，而且收获了比同龄人更多的附加值；同时，他们也一再提到附中

的课堂给他们带来的求知激情和成功喜悦，使他们保持了可持续的学习力和发展力。学生的

反馈将激励我们继续以课程改革推动学校不断前行。 

 

                                    （本文发表于《人民教育》2015年第 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