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是指教师在课程研制过程中，依据已有的课

程理论和教学实践中的具体情境对课程目标、课

程内容、课程方案实施的手段和条件、课程评价

的标准和方式等各课程要素进行连续动态的决策

过程。教师在课程实施过程中要面对许多与课程

有关的问题，如需要熟悉课程目标、课程标准、
课程内容等，这就需要其能够依据不同的情况，

随时作出相应的判断与调整，因此教师总会在有

意无意中进行着课程决策。农村中小学教师要提

升课程决策意识，自觉主动地站在课程编制者的

角度去实施课程，发现各课程要素之间的不协调

和课程的不适应并对其作出调整。再次，提升农

村中小学教师的课程资源意识。课程不再是简单

的文本化教材，它包括教科书、教学资源、教师

与学生、教学情境与教学环境等。而教学资源是

课程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没有课程资源就没有

课程，课程资源是课程实施的前提条件。农村中

小学教师要合理开发、利用课程资源。最后，提

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的课程创新意识。教师只有创

造性地参与课程，才能显示课程的生命力。教师

的创新能力决定着课程实施的最终效果。农村中

小学教师必须从课程目标的设计、课程实施的策

略、课程资源的使用、课程评价的选择等多方面

创造性地加以应用，以自身的创造性唤醒与提升

课程意识。总之，教师是课程实施中最直接的参

与者，教师的课程意识是其执行课程标准、落实

课程方案的内驱力，只有提升农村中小学教师的

课程意识，才能使其执行好课程标准，落实好课

程方案，才能促进农村中小学课程走向平衡。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 2011 年度一般

项目“文化冲突与调适：新课程改革中的深层次

问题及对策研究” （项目编号：11YJA880054）
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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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农村中小学课程平衡策略研究

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教育学刊》执行主编鲍东明编审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

划 2011 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校长课程领导的策略研究”，日前在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国际学校开

题。由全国教育科学规划办组织的开题论证专家组对课题开题报告进行了充分论证。
“校长课程领导的策略研究”课题立足于当前我国教育改革发展转向以“提高质量”为核心任

务这一重大背景，从大力推进“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和“倡导教育家办学”这两个重要视角出发，

坚持融进变革性学校实践的研究立场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路线，围绕以下研究目标设计方案：

尝试建构基于我国教育语境下的校长课程领导的实践理论；探求“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学校育人模

式的多样化形态的实现以及学校育人特色的先进文化的生成与提升机理；促进教育家型校长教师的

成长；开拓课程论研究新领域。
开题论证专家组认为，课题具有鲜明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从理论意义上看，它开拓了课程

论研究的新领域，是一种建构新课程理论形态的积极尝试。从实践价值上看，这对学校按照办学定

位、培养目标进行课程开发建设、突出育人特色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能够有效培养和提升校长在

学校育人模式开发建设上的领导力。如研究深入，则其成果可为国家的课程改革与校长培训提供支

撑。课题研究方案系统合理，实施措施得力，预期目标恰当，具有开拓性、操作性和可行性。
（彭丽媛 孔维景）

“校长课程领导的策略研究”课题开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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