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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课程和地方课程

重复率达50%

语文课、数学课、英语课，
大家都不陌生，但A主题课、B
主题课呢？在济南市历城区实
验小学，这两门课列在了三至
六年级学生的课程表中。主题
课是一门在其他学校里见不到
的课程，是该校整合国家课程
和地方课程后的全新课程。

山东省课程整合研讨暨济
南市历城区实验小学现场观摩
会议召开。现场，历城区实验小
学校长郭淑慧和多名学校老师
分享了他们的课程整合经验。

按照要求，中小学校要开
设国家、地方和学校三级课程。
从2013年暑假开始，历城区实
验小学尝试对国家课程和地方
课程共六门课进行整合，最终
形成了一种全新的课程——— 主
题课程。

为什么要进行课程整合？
“目前使用的地方课程、国家课
程之间，课程目标重合、课程内
容交叉重叠现象严重。”郭淑慧
介绍，三至六年级的国家课程

《科学》、《品德与社会》、《综合
实践》这三门课，与地方课程

《环境教育》、《安全教育》、《传
统文化》这三门课的交叉重复
率达50%。

另外，学校对三至六年级
的1500多名学生进行了问卷调
查，结果显示喜欢语文、数学、

英语的分别为60%、54%和26%。
而喜欢科学、品社、综合实践以
及地方课程的占比仅为19%、
9%、3%和4%。

“学生对课程的认可度很
低。究其原因，内容重复、教师
兼课导致质量下降、授课方式
单一等让学生对课程失去了兴
趣。”郭淑慧说，碎片化的课程，
让学生的学习生活变得凌乱而
破碎，因此学校决定对部分现
有课程进行整合。

原有的六门课程

整合成一门综合课

2013年，郭淑慧带领老师
们在学校尝试进行课改。他们
以国家课程《科学》、《品德与社
会》、《综合实践活动》为主体，
将地方课程《环境教育》、《安全
教育》、《传统文化》等相关内
容，全部打碎重新糅合。

“先整合教学目标，再整合
内容，不降低课程目标，不减少
课时量。”他们一一找出上述六
门课程中交叉、重复的部分，做
好记录，形成了教学内容重合
部分一览表。

之后，对重叠交叉的内容进
行分析、统计，依据主题课程总
目标和年级目标，通过删减、融
合、增补、重组的方式对课程的
内容进行整合，形成了一个个主
题板块，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门
全新的课程——— 主题课程。

另外，《传统文化》中的诗词

诵读等内容并入语文的古诗文
诵读中。音乐、美术的相关内容并
入相应年级的音乐美术教学中。

转变教学方式

学生成为课堂主人

“经过一个暑假的努力整
合，A主题课程以培养学生的科
学精神为主线，B主题课程以培
养孩子的人文情怀为主线。”郭
淑慧介绍，主题课程的课时总
数是在整合几个学科的基础上
确定的，主题课程每周6课时，
AB主题各3课时，其他剩余的
课时给了校本课程。

“不单纯是整合了课程，
还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学
生成为课堂的主人。”郭淑慧
说，“主题课程让我们在自主
实践和探索中学到了比普通
课堂更多的知识，也让我们收
获了成长、快乐和自信。”学生
杨雯钧说。

“主题课程的实施，让我和
学生从书本的平面历史走向了
活生生的立体历史。学生的视
野开阔了，眼界也打开了。”张
秀华老师说。

据介绍，2014年，主题课程
获得山东省首届特色课程一等
奖。如今，学校已初步构建了三
至六年级的A、B主题课程体
系，形成了主题生成课、方案制
定课、方法指导课、实践探究
课、汇报交流课、反思评价课等
六种基本课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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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省城城一一小小学学把把六六门门课课合合成成一一门门
12月5日至6日，山东省课程整合研讨暨济南市历城区实验小学现场观摩会议在山东大学举行。两年前，历城区实验小学启

动课程整合与改革，将国家课程《科学》、《品德与社会》、《综合实践活动》和地方课程《环境教育》、《安全教育育》、《传统文化》六门
课程整合形成了一门全新的A、B主题课程，转变了原有的教学方式，学生成为课堂的主人。

文/片 本报记者 李飞

历城区实验小学校长郭淑慧在会上分享课程整合经验。
通讯员 王淑卿 摄

12月5日，历城区实验小学的师生在会上进行主题课程展示。
通讯员 王淑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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