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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
实施困境与改进策略
———基于四川省调查数据的分析

郭 洪 瑞
(华东师范大学 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要:基于课程层级理论,通过课程方案分析、发放课程表调查问卷和小组座谈的方式,对四川省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现状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发现:该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课时安排符合国家规

定,课程方案体现了四川特色;该类课程开设类别多样,地方课程“开齐”情况堪忧;该类课程“缺课时”严重,

“上足”情况的年级间差异显著;教师课程实施环节存在诸多现实困境。对此,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

施,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核心素养导向,提高对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类课程的认识,注重从两个方面加以改进。一方面,应从宏观角度加强管理,创新课程实施质量保障机制:注

重规约与调适,增强国家课程方案的适应性与引导力;强化管理与监督,形成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

的内外合力;适当赋权与增能,提升中小学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注重激励与培训,提高教师课程实施的动力与

能力。另一方面,应从微观角度注重实践,促进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有效教学:明确定位,充分理解义

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属性与育人价值;注重大单元设计,提高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教学质量;强

调“以评促学”,注重教学过程中评价任务的驱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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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1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课程设置

实验方案》,提出“增设综合实践活动,内容主

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

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规定地

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和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

占总课时的16.00%~20.00%,可以分散安排,
也可以集中安排[1]。为便于学术对话,本文将

这一类型课程统称为“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

程”。作为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程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既体现了

我国义务教育课程建设的努力和创新,凸显了

“亮色”,同时又面临诸多难题与实施困境。一

方面,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注重活动逻辑

和经验逻辑,强调学生的学习经验与学习过程

的结合,注重从真实的情境中寻找问题,并转

化为可供教学的活动主题[2]。基于其跨学科、
实践性等课程特点,该课程有利于促进学生核

心素养的培育[3]。例如,作为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教育在促进学

生全面发展以及劳动素养的培育过程中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4-5]。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种类多样、弹性课时、跨学科要求较

高、实践性较强、无课程标准、无教材,使得其

实施难度极大,存在诸多问题[6]。为此,教育部

曾多次发文强调加强对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的实施和监测,希望将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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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课程作为推进课程改革的重要切入点,优化

课程结构和课程内容。2017年,教育部印发

《中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课程指导纲要》,要求“切
实加强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精心组织、整体设

计和综合实施,不断提升课程实施水平”[2]。
根据我国地理区域的划分,四川省位于西

部地区,近年来其经济发展势头良好。2019-
2021年,四川省地区生产总值(GDP)排名全国

第6位,居于西部省份之首。四川省既包括成

都等发展水平较高的城市,又包括川西等较为

落后的地区,总体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该省于

2015年印发了《四川省义务教育课程设置方案

(2015年修订)》和《四川省义务教育地方课程

方案(2015年修订)》(以下简称为“四川省方

案”),对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进行了必要

的调整,强调整合实施,要求凸显地方特色。
基于在全国范围开展大规模监测工作难度较

大的考量,对四川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

实施情况进行重点调查则具有可操作性和重

要的现实意义,有利于由点及面发现问题,进
而调整、改进、优化相关策略。

一、研究设计与实施

(一)分析框架:基于课程层级理论

自美国“学科结构运动”因课程方案的实

施问题未能使教育达到预设的目标而陷入困

境后,许多学者反思并认识到理想的课程方案

并不能保证课程改革的成功,而着眼于解决实

践中的课程实施问题才是决定课程改革成败

的重要影响因素。何谓课程实施? 学界对其

内涵的界定不一,主要有以下两种观点。其

一,课程实施是课程方案或课程计划付诸实践

的过程。例如:课程实施问题研究的奠基者富

兰和庞弗雷特(M.Fullan& A.Pomfret)认为,
课程实施即一项具有革新性的课程方案在实

践中的应用或在实践中包括的全部内容[7];施
良方[8]、马云鹏[9]、靳玉乐[10]等学者对课程实

施亦有相近的描述。其二,课程实施即教学。
例如:黄 甫 全 认 为 课 程 实 施 实 际 上 就 是 教

学[11];还有学者认为,课程实施可以简化为教

学,因 为 教 学 过 程 就 是 课 程 计 划 的 实 施 过

程[12]。在教师通过教学对课程方案进行实施

之前,课程方案会经由国家印发、地方调整和

学校采用等阶段,这属于广义的课程实施范

畴。课程实施应当是一个系统推进的过程。
正式课程在经过地方、学校等不同层级的运

作、解读和实施后,可能有一部分会被遗漏、增
加或扭曲[13]。因此,对课程实施的监测工作也

应当包括地方以及学校对上一层级课程方案

的落实情况。基于此,本文认为课程实施应是

课程方案或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而不应

该被窄化为微观实践层面的教学。
古德莱德(J.I.Goodlad)将课程实施划分

为了5个层级:理想的课程、正式的课程、领悟

的课程、运作的课程和体验的课程[14],旨在揭

示课程 方 案 实 施 运 作 的 实 践 路 径。布 罗 菲

(J.E.Brophy)进一步考虑了学校对正式课程

的采用与实施,可以看作是对古德莱德提及的

“正式的课程”这一层级的细化。结合我国3级

课程管理体制的国情,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学
校课程可以看作是对上述课程层级理论中“正
式课程”的演绎与转化。正式课程在课程实施

层级中处于关键地位,且往往有规律可循,一
般以教育部门的规范性文件或具体文本为依

据,在学校一级的课程实施中主要反映为课程

的“开齐”和课时的“上足”情况,可借由学校课

程表加以体现。领悟的课程、运作的课程和体

验的课程直接指向教师与学生,属于学校一级

的课程实施,体现在具体的教学活动中,集中

反映了教师课程实施的情况。教师课程实施

的本质是教师和课程之间互动产生设计课程

和创生课程的过程[15],教师在此过程中扮演着

重要的角色,是课程实施的重要主体。基于课

程层级理论以及上述对课程实施的思考,笔者

提出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情况分析

框架,如图1所示。
基于此分析框架,本文围绕以下4个问题

对四川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情况

进行调查分析:
第一,“四川省方案”关于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的课时安排是否符合教育部印发的

《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相关规定?
第二,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否“开

齐”了“四川省方案”规定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类课程?
第三,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是否“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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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了“四川省方案”关于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的规定课时?
第四,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课程

实施存在哪些困境?

图1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情况分析框架

  (二)研究方法

围绕着上述4个问题,本文对四川省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情况的分析主要运

用以下方法:
(1)课程方案分析。本文对“四川省方案”

和《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关于义务教

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课时安排进行了统计和

对比分析,以此了解四川省是否落实了《义务教

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这一国家课程实施方案中

的相关规定,是否存在弹性实施和地方特色。
(2)问卷调查。本文编制了“四川省义务

教育阶段学校课程表调查问卷”,并面向四川

省义务教育学校的学生发放。调查问卷主要

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学生的基本信息,包括性

别、学校、年级、学校性质等;其二是学生所在

班级课程表中的课程安排情况,以此来调查该

班级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开齐”和课

时“上足”情况。问卷调查共计回收问卷1242
份,将相同班级学生填写的重复课表进行整

合,并剔除相关信息不完整的无效问卷,最后保

留有效问卷433份,即433个有效班级。样本数

据中各年级的班级数量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样本数据中各年级的班级数量分布情况

年级 一年级 二年级 三年级 四年级 五年级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班级数 74 69 60 65 70 16 32 32 15

  (3)小组座谈。为进一步了解四川省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情况,笔者于2020
年1月同教育部调研组老师一同前往四川省教

科院调研,并与10余位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

程教师及省教科院相关负责人共同参与座谈

会,深入了解一线教师所遇到的义务教育综合

实践类课程实施的现实困境。比起一般的访

谈,小组座谈的形式更有助于各位老师对相关课

程实施情况进行交流和观点碰撞,在提高信息收

集效率的同时,也有助于大家对相关问题进行深

入讨论和交流,进而获得更有价值的信息。

二、研究发现

通过上述研究方法收集并分析数据,本研

究得到如下结论:
(一)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安排符合

国家规定,课程方案体现了地方特色

“四川省方案”将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

程划分为信息技术(243课时)、劳动教育(103
课时)、地方课程(974课时)和学校课程(488课

时),9 年 总 课 时 共 计 1808 课 时,占 比 为

18.99%,符合《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的
相关课时规定(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占总

课时的16.00%~20.00%)。此外,着眼于四川

省的省情,“四川省方案”提出要把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教育、生命教育、生态文明教育、安全

教育、消防教育、防灾减灾教育、四川的经济社

会发展教育等方面的内容融入地方课程,推进

课程整合并设置“生命·生态·安全”“家庭·
社会·法治”“可爱的四川”3门课程,构建具有

四川特色的课程内容体系[16]。“四川省地方课

程的调整是在2008年汶川地震之后,尝试推进

课程整合,强化了对安全、健康、四川历史文化

等课程要素的关注。”这是Z老师在座谈会上

对四川省地方课程的介绍,体现了四川省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体系对国家课程实施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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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弹性调和。
(二)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类别多样,

地方课程“开齐”情况堪忧

通过对四川省433个班级的课程表进行统

计发现,其中有39个班级未开设义务教育综合

实践类课程,占比9.00%。从出现的课程名称

看,所有班级累计开设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共有1513课时,且出现了139种义务教

育综合 实 践 类 课 程 名 称。除 信 息 技 术(120
次)、劳动技术(34次)、校本课程(438次)、综合

实践活动(61次)等《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

案》中提及的课程名称出现频次较高外,四川

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主要类别有思

维训练类、地方课程类、健康安全类、体育运动

类、艺术社团类等(详见表2)。

表2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主要名称分类

课程名称类别 代表性课程名称

思维训练类 创新思维、益智活动、思维拓展、思维体操、思维活动
地域特色类 学蜀绣、成都历史、家乡、乡村少年宫、童趣时光
健康安全类 环境安全、生命生态安全、生命健康、生命教育、心理健康
体育运动类 乒乓球、体育空竹、健康教育、形体、武术
艺术社团类 古琴、器乐、航棋、美术石头画、十字绣纺
科技探索类 科学实验、科技活动、科技教育
国际理解类 国际理解、国际教育、国际交流、英美文化概况
公民素养类 礼仪常识、生活教育、环保教育、养成教育、创客教育
传统文化类 国学、汉字文化、发现与探索之中国文化、陶艺、弟子规

学科综合实践活动类 应用数学、趣味英语、数学综合实践、语文拓展、数与生活

  四川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呈现出

多样性。同时,该省学科综合实践类课程达到

了128课时,占全部综合实践类课程总课时的

8.46%,且大多数为数学、语文和英语3个学科

的拓展课程。此外,在该省旨在凸显四川省地

方特色而设置的3门地方课程(“生命·生态·
安全”“家庭·社会·法治”“可爱的四川”)中,
只有“生命·生态·安全”课程得以实施,而另

外两门课程在433个班级课表中均未出现。总

体来看,四川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类别

多样化,但地方课程“开齐”情况堪忧。
(三)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缺课时”

严重,各年级课时“上足”情况的差异显著

从表3中可以看出,在全省433个班级中,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课时符合标准”的
比例为21.01%,“超课时”的比例为11.09%,
“缺课时”的比例则达到了67.90%。各年级在

课时“上足”方面存在较大问题,其中:三年级

(46.67%)“课时符合标准”的比例最高,一年级

(1.35%)“课时符合标准”的比例最低,不同年

级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一年级(28.38%)“超课

时”的比例最高,但尚未达到30.00%,且多个

年级不 存 在“超 课 时”问 题(表3中 呈 现 为

0.00%);除三年级(“缺课时”的比例43.33%)
外,各年级“缺课时”的比例均达到了50.00%
以上,初中阶段的七年级、八年级和九年级“缺
课时”比例均达到了80.00%以上,各年级普遍

存在较为严重的“缺课时”问题。
表3 各年级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课时“上足”情况

课时情况

年级  
课时符合标准 超课时 缺课时

一年级 1.35% 28.38% 70.27%
二年级 8.70% 18.84% 72.46%
三年级 46.67% 10.00% 43.33%
四年级 21.54% 4.61% 73.85%
五年级 35.72% 7.14% 57.14%
六年级 37.50% 0.00% 62.50%
七年级 18.75% 0.00% 81.25%
八年级 9.38% 0.00% 90.62%
九年级 13.33% 0.00% 86.67%

四川省平均值 21.01% 11.09% 67.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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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从学校性质来看,在全省433个班级

中,属于公办学校的班级有310个,属于民办学

校的班级有123个。公办学校和民办学校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课时“上足”情况分别

为:公办学校“课时符合标准”的占23.53%、
“超课时”的占8.73%、“缺课时”的占67.74%;
民办学校“课时符合标准”的占14.60%、“超课

时”的占17.10%、“缺课时”的占68.30%。可

见,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缺课时”比例均在

60.00%以上,二者都存在较为严重的课时“不

足”问题,但总体来看,公办学校相较于民办学

校在课时“上足”方面表现稍好。
(四)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存在

诸多现实问题

通过整理在四川省教科院小组座谈会上

所获取的相关信息,笔者发现该省教师在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的过程中仍然面临

很多困境和问题,现将小组座谈过程中各位教

师重点反映的问题进行总结,主要问题见表4。

表4 教师视角下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的主要问题汇总

教师面临的困境与主要问题

1.固定的教研员队伍十分缺乏,薄弱的教研系统对课程实施贡献甚微

2.综合实践类课程教学难度较大,缺乏专职教师,师资力量薄弱

3.教师因难出成果在职称晋升上处于被动地位,且没有额外报酬,积极性低

4.走出学校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受到安全问题的挑战,难以正常开展

5.教师因评价素养欠缺,对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评价感到茫然

6.受到每节课45分钟的“常识”影响,教师试行长短课时缺乏依据

7.由于生源质量不同,农村学校相较城市学校课程实施基础薄弱,难度较大

8.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情况受校长偏好的影响较大,表现在具体课程开设、重视程度等各方面

  从表4中教师面临的困境与主要问题可以

看出,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的影响因

素较多,涉及教研员队伍建设、专职教师数量

与质量、课程实施的安全问题、学生生源质量

等诸多方面。这说明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

程的实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性工程,并启示我

们要针对这些困境与问题进行思考,不断探索和

改进课程实施策略,以增强课程实施的有效性。

三、改进策略

通过以上调查分析可知,虽然“四川省方

案”关于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课时安排

符合国家相关规定,并强调凸显省域特色,但
在课程实施中仍然存在一些问题,需要我们进

一步思考并提出针对性的改进措施,探索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的有效策略。
(一)宏观调控,创新课程实施质量保障机制

调查发现,四川省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

程在实施环节中存在着“开齐”“上足”以及教

师队伍质量等多方面的问题。课程实施本质

上是将课程方案付诸实践的过程,为避免课程

方案在实施环节中出现上述问题,应创新课程

实施质量保障机制,自上而下加强宏观管理,

保障各环节的实施质量。

1.规约与调适:增强国家课程方案的适应

性与引导力

“四川省方案”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

方案》的标准课时规定内对该省义务教育综合

实践类课程的实施作出了相应规定,并结合省

域文化特色进行了一定的创新,这是十分可取

的,也体现了课程方案的规约与调适作用。由

教育部组织制定的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是

课程实施的直接依据,其本身所具有的规约功

能和指导功能有助于避免课程实施出现偏差。

但是,由于各省省情不同,国家课程方案的制

定也应该留给地方一定的弹性调适空间,以此

增强课程方案的地域适应性。

四川省教师代表提及的“长短课时缺乏制

度依据”的问题表明我国义务教育国家课程实

施方案仍需进一步完善,以增强引导力。一节

课多长时间? 这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在“每节课

40或45分钟”的常识中被忽略。虽然“四川省

方案”允许教学时进行长短课时的探索[16],但
在实际教学工作中,因缩短每节课时长(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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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40分钟缩减至30分钟)对教学进度产生的

影响会导致课时数量增加,而课程监测又多以

具体的课时数量为标准,这就使得长短课时的

灵活调 整 存 在 一 定 的 现 实 困 难。尽 管 我 国

2012年发布的《中小学生一日学习时间卫生要

求》对每课时时长进行了规定①,但《义务教育

课程设置实验方案》并没有明确规定每课时的

时长。因此,国家课程方案应进一步修订,明
确规定每课时的时长及对应的标准课时数,从
而为教师教学和相关的课程监测提供依据。
此外,四川省学科综合实践类课程占据了较大

比例(8.50%),在实施中容易偏离国家标准,异
化为语文、数学等学科课程的加课时教学,造
成对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应有课时的隐

性挤压。因此,国家课程方案的修订也应明确

规定学科综合实践类课程合理的课时比例。

2.管理与监督:形成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实施的内外合力

四川省义务教育阶段大部分班级虽然都

开设了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但在课程

“开齐”和课时“上足”方面仍存在较严重的问

题,需要通过加强管理与监督,形成内外合力。
一方面,学校应该加强对课程表呈现方式

的管理。四川省开设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在课程表上未明确标明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的属性,这就造成除研究性学习、劳
动教育、信息技术等课程外,该类课程在实施

中陷入了“学科课程之外的课程”的茫然与困

境中,非但无助于教师依据该类课程的目标实

施有效教学,还给课程实施的监测带来了不

便。以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为例,类似“数
学拓展”等名称在该省课表中占据了较大比

例,但教师往往不能明确判定其综合实践类课

程属性,依然按照学科课程进行教学,如X老

师在座谈会上谈及“部分学科综合实践类课程

在实际实施中确实存在被当作‘主科’进行教

学的情况”。因此,学校应进一步规范课程表

的呈现方式,在相应课程名称上明确说明其综

合实践类课程的属性。例如,“数学拓展”这门

学科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在课程表上应明确说

明其属性,即“数学拓展(综合实践类课程)”,

从而为教师教学和课程监测提供便利。

另一方面,课程实施监督机制应进一步完

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较严重的课程

“开齐”问题和“缺课时”问题的解决迫切需要

改进和创新课程实施监督机制。义务教育综

合实践类课程实施应注重内部监督与外部监

督并重:内部监督尤其应注重鼓励学生参与其

中,借助信息化手段搭建顺畅的学生意见反馈

平台;外部监督应注重各相关教育职能部门的

参与、家长和社会的监督以及不同学校之间的

互相评价。监督应以课程表为重要切入点,其

内容包括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开齐”情

况(班级是否开设了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

和课程方案中明确提及的具体课程)以及课时

“上足”情况。

3.赋权与增能:提升义务教育学校校长的

课程领导力

座谈会上L老师说:“综合实践活动开设

不开设很多时候受到校长个人风格的影响。

我们的新校长来了后,综合实践活动增加了很

多安排,所以校长十分重要。”这反映了前述提

及的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受校长

偏好影响较大的现实情况。因此,提升中小学

校长的课程领导力是促进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类课程实施的重要一环。“学校一级的优质课

程建设主要包括依据课程标准、方案等对国家

课程进行有效实施(教学)和依据本校的育人

目标,促进校本课程的合理开发两个重要范

畴。”[17]校长课程领导力是指校长依据学校育

人目标,对课程进行开发建设,以全面提升学

校教育质量的能力。统合来看,“校长课程领

导力应包括校长创造性实施国家课程计划的

能力;合理开发和整合教育资源建设校本课程

的能力;组织学校课程实践的决策、引领和调

控能力。”[18]雷万鹏基于对我国5省15市调研

数据的分析发现,办学自主权以及校长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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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和管理经验等因素对校长课程领导力的

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意义。提升校长的课程领

导力可以从赋权和增能两方面入手[19]。

在保留国家课程方案弹性调适空间的基

础上,教育部应出台相关政策措施,赋予学校

更多的办学自主权并划定相应边界,将提升校

长课程领导力作为重要的课程实施理念写进

方案中,以促进课程方案的实施。同时,各级

教育行政机构应注重提升校长的能力与素质,

划定中小学校长专项经费促进校长的专业发

展,提高校长任职门槛并加强相关考核,以课

程领导力作为重要的评估要素。

4.激励与培训:增强教师的课程实施动力

与能力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效果与

教师课程实施的动力和能力密切相关。专职

教师缺乏、教研力量薄弱、教师评价素养欠缺

和教师积极性偏低等问题提醒学校应注重增

强教师课程实施的动力和能力。一方面,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应优化激励机制,

确保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教研人员与

教师拥有平等的职称晋升机会。X老师指出:
“省、市都很少有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赛

课、研究课题等,这就使得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的老师不好出成果,也就不容易获得职称晋

升。”L老师反映:“有的学校每天下午放学后有

延时托管服务,这往往成为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开设的时间,但老师去上课是需要额外的报酬

的,没有报酬就没有老师来上课。”X老师和L
老师反映的问题提醒学校应当参照其他科目,

定期举办有关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公

开课大赛,进行相应的课题立项,并将教师和

教研人员取得的相关成果作为职称晋升考核

的重要依据。此外,学校也可视实际情况向义

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教师给予一定的津贴

和课题支持,通过多种措施调动教师的积极

性,建设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专职师资

队伍与教研员队伍。

另一方面,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

施还应注重加强综合实践类课程专项培训,切
实提升该类课程师资队伍和地方教研队伍的

质量。“国家级的关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培

训太少,师资培训诉求难以满足,于是我们转

而参加一些非官方的培训。”F老师反映的这一

问题表明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专项培训

不足,应引起重视。有关部门应投入专项经

费,针对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建立国家

级、省市级专项培训机制,对培训对象、培训方

式和培训周期等提出具体要求,并通过精选课

程专家(特别是从事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

研究的专业人员)分别对教师和教研员展开培

训,以保证培训的质量。教师培训应注重提升

教师评价素养、反思能力,增强教学民主意识。

教师评价素养是指“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从事各

种评价活动所需的素质和能力,包括对评价的

正确认识和价值取向、评价冲动和意识、与评

价相关的知识及评价在实践中的运用”[20]。教

师反思能力主要是指“教师个体对自身教育观

念及行为的认知、监控、调节能力”[21]。教学民

主意识是指“师生基于平等、自由、协商和探索

等理念而自觉形成的‘教’和‘学’的价值观与

生活方式”[22]。这三者具有重要的价值,有助

于提高教师的课程实施质量,可作为教师培训

的重要内容,以促进新时代教师的专业发展。

总之,应通过“激发动力”确保师资和教研队伍的

数量,通过“提高能力”保证师资和教研队伍的质

量,从而增强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效果。

此外,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实施的安

全问题也应引起重视,可通过多方合作确保户

外活动环境的安全性。学校应重视在户外活

动中配备专门的安全教师,应与家长及时沟通

相关行程,同时坚持个人自愿参加的原则,在
此基础上组织相关户外活动。针对农村地区

的生源质量问题,学校可以结合实际,因地制

宜,促进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以
国家相关课程方案中规定的劳动技术教育、

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等必须开设的课

程为主,不能以生源质量为借口取消该类课

程的开设。同时,学校还应注重发挥农村学

生的长处,依托农村地区的特色资源开发乡

土课程,变“短板”为“长处”,从而促进乡村教

育的振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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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微观聚焦,促进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的有效教学

在小组座谈中,多数教师表示义务教育综

合实践类课程教学难度较大,且实施效果不

好。这在一定程度上与教师缺乏对该类课程

的理解相关,同时也与教师没有将有效教学的

核心技术运用于该类课程的实施有关。因此,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应立足实践,

注重从如下方面着手:

1.明确定位,充分理解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类课程的属性及育人价值

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是什么样的课

程? 一线教师在推进该类课程的实施过程中

应首先明确这一问题,充分理解该类课程的属

性与育人价值,从而避免使其沦为可有可无的

“附加课程”。

第一,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是一种综

合课程[23]。跨越学科间的固有边界,增进学科

知识之间的联系是其重要一环[24]。虽然现代

学科的出现极大地推进了学校教育的制度化

和专业化,但单一学科知识的局限性与核心素

养的“整体性”相悖。核心素养本身具有整体

性和综合性的特征。张良认为,核心素养的培

育重点在于帮助学生提升运用知识、技能解决

问题的能力,注重整体性,强调综合理解与解

决问题的思路。基于整体视角理解核心素养

应“把 握 核 心 素 养 的 关 系 性、情 境 性 和 生 成

性”[25]。因此,学生核心素养的培育无法通过

单一学科教学实现。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

程的育人目标要求学校教育把握“综合”的意

义。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事关学生跨学科

思维的培养,是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途径。

第二,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是一种实

践课程。该类课程往往以基于真实情境的主

题作为学生自主建构或社会建构知识的“锚
点”,注重学生的生活经验和自身兴趣。实践

课程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理解为经验课程或

活动课程,一方面强调学生作为学习主体的完

整性,以学生为中心;另一方面反对教师传统

僵化的讲授模式,强调学生基于自身的生活经

验建构和生成知识。可以说,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对学生由内而外“自发建构”的倡导

承继了建构主义的知识观,是帮助学生联系社

会生活经验与学科知识的重要载体,有助于实

现学科育人的目的,培育学生核心素养。

总之,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并不是可

有可无的“附加课程”,而是培育学生核心素

养,实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重要途径。一

线教师应提高认识,明确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

课程的属性及育人价值。

2.注重大单元设计,提高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的教学质量

一线教师之所以感觉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类课程教学难度较大,是因为他们难以把握该

类课程的教学设计方式。义务教育综合实践

类课程应注重大单元设计,这是因为义务教育

综合实践类课程目标指向核心素养培育。核

心素养培育注重“综合性”“整体性”思维,强调

学生关键能力、必备品格与价值信念的整合,

不断提升学生于真实情境中解决问题的能力。

大单元设计要求坚持“综合性”的教学逻辑,强
调基于整体性、综合性思维的知识、技能等诸

多要素的集成与整合,既强调学生核心素养的

培育,又强调学生学习经历的完整性。

大单元设计应注重以下3个方面。第一,

依据教学内容明确“单元统摄中心”,包括大观

念、大任务、大项目和大问题等。其中:大观念

强调对学科知识的深度理解与概括;大任务强

调对“母子任务”的有效串联;大项目强调学生

通过探究而形成的学习进阶通道;大问题强调

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研究性学习

理路。第二,明确大单元设计的要素,应基于

学生立场,注重学生的整个学习过程。大单元

设计不仅要关注教师教学,而且更要关注学生

学习。这些要素包括大单元名称、课时、目标、

评价 任 务、学 习 过 程、作 业 与 检 测、课 后 反

思[26]。第三,注重基于真实情境设计学习任

务,体现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践”诉
求和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目标。

3.以评促学,注重教学过程中评价任务的

驱动作用

从“测量-控制”“描述-解释”“价值-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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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到“建构-发展”,评价理论在教育实践中

不断发展,推动着教育评价范式转型。第四代

评价基于协商与建构的取向,更加关注被评者

本身的能动性,强调克服管理主义的倾向以及

过分强调调查的科学范式,主张多元评价方式

的运用[27]。课堂评价以课堂为实践场域,聚焦

教师与学生日常的教学活动,成为日常学习过

程中影响学生学习的重要因素。教育评价范

式转型影响着课堂评价范式转型,正如托伦斯

(H.Torrance)所言,课堂评价在事实上经历了

从“对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oflearning)、
“为了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forlearning)到
“作为学习的评价”(assessmentaslearning)的
转变[28]。因此,课堂评价应逐渐从注重结果向

注重过程转变,促进学生的学习,将评价与教

学整合在一起,并与教学目标相结合,发挥驱

动作用。

这一评价理念的转变要求教学设计将评

价任务前置,并“嵌入”学生的学习过程,注重

“教-学-评”的一致性,以评促学。例如,威
金斯和麦克泰格所提出的“逆向设计”(back-
wards)[29]便体现了这样的设计理念。再如,近
年来我国部分地区开展的基于“学历案”的课

堂教学变革,倡导“学主教从、以学定教、先学

后教”,关注学生的学习经历和学习过程[30],注
重“逆向设计”,体现学生立场,发挥评价任务

的驱动作用。

评价任务的设计应积极推进表现性评价

在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中的应用。表现

性评价是指基于学生表现的评价,强调真实情

境,兼顾过程与结果,超越了传统评价仅仅注

重结果的方式,表现出了强大的生命力。此

外,表现性评价注重评价学生综合运用已有知

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突出了情感等因

素在学生发展中的重要地位[31]。义务教育综

合实践类课程强调综合性,注重实践性,是提

升学生核心素养、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重

要途径。该课程强调基于真实情境解决问题、

综合运用已有知识和技能、注重学生情感因素

的作用,因而无法借由单纯的纸笔测验进行评

价与考量。也正是由于其本身对学生的核心

素养要求较高,在教学实践中也为教师带来了

教学设计与评价之困境。因此,义务教育综合

实践类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应采用表现性评价

的方式,整合教学与评价,注重“教-学-评”

的一致性,以评促学,不断促进学生核心素养

的提升,真正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这是

新时代义务教育发展的要求,也是义务教育变

革的应有之义。

除加强教师对评价任务的设计外,义务教

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还应注重鼓励学生

积极参与课堂评价,注重培养学生的评价素

养。这是由于随着课堂评价范式的转型,教学

与评价日益整合,学生对学习的评价也应成为

课堂评价的重要组成部分。学生借由评价任

务进行学习,同时积极开展自我评价和同伴评

价,成为其自主调控学习进程、提高学习质量

的重要路径。基于“以学生为中心”的理念,注
重学生的评价素养培养,同样有助于提高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质量。

总之,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施是

一个自上而下的系统过程,既要加强宏观管

理,通过创新机制保障各个环节的课程实施质

量,又要聚焦微观实践,切实解决教师在课程

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不断提升学生的核心

素养,进一步促进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落实。

四、结语

2022年4月,新一版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简称“新课程方案”)和各学科课程标准———
《义务教育阶段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

版)》发布,强调内容标准与学业质量标准相结

合,体现了内容与质量并重的价值取向,转变

了之前单纯重视内容的课程理念,并超越知识

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三

维目标,基于核心素养导向建构了层级化的课

程目标体系[32],标志着我国义务教育阶段课程

改革全面进入“核心素养时代”。“新课程方

案”提出了“加强课程综合,注重关联”和“变革

育人方式,突出实践”两条基本原则,强调注重

“学科实践”,明确要求“推进综合学习”[33]。注

重综合性与实践性成为深化课程改革的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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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理念。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具有综

合性和实践性特征,具有重要的育人价值。依

据“新课程方案”的改革精神,综合性与实践性

决定了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有效实施

是落实课程改革精神的重要途径。值得一提

的是,与2001年发布的《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

验方案》相比,“新课程方案”在课程设置上明

确规定了每个课时的时长,使义务教育综合实

践类课程的实施与监测有了重要的依据。同

时,为凸显劳动教育的重要价值,“新课程方

案”将其从原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移除而单独

设置,并编制了劳动课程专门的课程标准。当

然,从“新课程方案”所强调的综合性和实践性

理念来看,学校对劳动课程的实施与监测应当

予以重点关注。“新课程方案”所倡导的改革

理念还包括推进单元教学和表现性评价、变革

学习方式、改革考试评价,注重整体性、综合

性、情境性,为深化义务教育课程改革指明了

方向。总之,义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实

施,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坚持核心素养导向,提高对义务

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认识,既要加强宏观管

理,通过创新机制保障各个环节的实施质量,

又要聚焦于微观实践,切实解决教师在课程实

施和具体教学过程中遇到的问题,积极推进义

务教育综合实践类课程的“开齐”“上足”和“教
好”,使其成为培育学生核心素养的重要抓手,
充分发挥其育人价值,开创义务教育课程改革

新局面,真正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努力实

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课程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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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fficultiesandStrategiesintheImplementationofComprehensivePractical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
AnAnalysisBasedontheSurveyDataofSichuanProvince

GUOHongrui
(InstituteofCurriculumandInstruction,EastChinaNormal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Basedonthetheoryofcurriculumhierarchy,alarge-scaleinvestigationwasconductedon
theimplementationstatusofcomprehensivepractice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inSichuan
Provincethroughtheanalysisofcurriculumplans,thedistributionofcurriculumquestionnairesand
groupdiscussions.Theresultsshow thatthecoursearrangementcomplies withthenational
regulations,andthecourseplanreflectsthecharacteristicsofSichuan;thistypeofcourseisofferedin
variouscategories,butthesituationofnotenoughlocalcoursesisworrying.Thistypeofcoursehas
serious“missinghours”,andtherearesignificantdifferencesbetweengradesthathavingenough
courses.Therearemanypracticaldifficultiesintheimplementationprocessofteacherscourses.In
thisregard,theimplementationofcomprehensivepractice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should
adheretotheguidanceofXiJinpingThoughtonSocialism 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sforaNew
Era,adheretotheorientationofcorecompetencies,improvetheunderstandingofcomprehensive
practice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andfocusonimprovingfromtwoaspects.Ontheonehand,
weshouldstrengthen managementfromamacroperspectiveandinnovatethequalityassurance
mechanismofcurriculumimplementation:focusonregulationsandadjustments,andenhancethe
adaptabilityand guidingforce ofthe nationalcurriculum plan;strengthen managementand
supervision,andforminternalandexternalforceoftheimplementationofcomprehensivepractice
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appropriatelyempowerandenhancethecurriculumleadershipof
primaryandsecondaryschoolprincipals;payattentiontoincentivesandtrainingtoimproveteachers
motivationandabilitytoimplementthecurriculum.Ontheotherhand,weshouldfocusonpracticing
fromamicroperspectivetopromotetheeffectiveteachingofcomprehensivepracticecoursesin
compulsoryeducation:clearpositioning,fullyunderstandtheattributesandeducationalvalueof
comprehensivepractice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payattentiontothedesignoflargeunits,and
improvetheteachingqualityofcomprehensivepracticecoursesincompulsoryeducation;emphasize
“promotinglearningthroughevaluation”andfocusonthedrivingroleofevaluationtasksinthe
teachingprocess.
Keywords:comprehensivepracticalcoursesofcompulsoryeducation;curriculum plan;curriculum
level;assessmentliteracy;largeunitde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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