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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研制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已成为国际潮流。 国际课程标准研制经验表明，学生核

心素 养与 学 科 课程 存 在 两种 基 本 关系：一 是 每门 学 科 课程 都 承 担起 学 生 核心 素 养 的培 养 责

任，二是不同学科对学生核心素养有着不同的独特贡献；学生核心素养转化为课程标准基本

遵循学生核心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内容标准的思路；从课程标准的编排角度看，它 包

括纵向上分年级与跨年级编排方式、横向上表现水平与案例式编排方式；在组织架构与研制

流程上，课程标准研制是在政府主持下由教育专业部门或学术机构负责，由计划、撰写、实施、

完善四个阶段构成。 这些国际经验对于我国课程标准研制有着诸多重大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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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个大时代，信息化、全球化、知识经济纷至沓来。 在这样风起云涌的时

代，需要学生学会什么，养成什么样的品质，才能满足个体的健全生活、国家发展

与社会进步的需求，这是全球所面临的共同挑战。 许多国家与地区、国际组织都

把核心素养视为课程设计的 DNA，努力研制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或课程标准，
期望在核心素养统领下以教育或课程标准为抓手发动教育改革。 受国际教育

潮流的影响，也出于本土现实的需要，我国已着手研究学生核心素养，［1］ 也正在

研制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此项课题事关重大，它有助于深

化基础教育 课程改革，真 正 落 实 素 质 教 育，具 体 化 德 智 体 全 面 发 展 的 教 育 方

针。 然而，就我国现有的研究基础来看，我们对该课题的研究相当匮乏，因此极

有必要考察异域经验，为本土化建设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提供建议。

一、转向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

课程标准集中体现了人们对学业质量的要求，与所处时代息息相关，总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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呈现出从关注知识技能走向关注核心素养的发展趋势。
一般认为，近代以来，工商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改变经济结构与社会制

度的同时，也带来学校的发展和教育体系的重建，各级各类学校的不断建立和

发展，使较为完整的学校教育体系得以形成，各级各类学校的课程设置趋于系统

化。 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大约从 19 世纪开始，一些国家陆续通过规章或法律形

式来规范各级各类学校课程设置，各种由国家或地方制订的课程标准或具有同

类内涵和功能的教育法案，逐渐成为一种课程设置与管理文本的形式和工具。
在社会发展相对缓慢的时代，为配合人们工作需要，课程标准大多规定一些基

础知识与技能。 例如，在 1862 年英国出台了小学修正法，其内容主要规定了早

期工业社会需要儿童必须具备的阅读、书写、算术的基本知识与技能。 ［2］

随着时代的发展，尤其是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降临，传统上那种知识与技

能本位的教育已无法适应人们日益复杂的工作环境，人们更需要具有面向未来

工作与生活需求的素养。 有别于知识与技能，素养是人们通过学习而得的知识、
能力、态度的综合体。 而在急剧变化时代，为了社会与个体的健全发展，每个个

体必须达到共同的关键素养。 这种共同的关键素养是最低的共同要求，是个体

不可或缺的关键、必要、重要的素养，即核心素养。 核心素养的提出较早可追溯

至 1979 年，英国继续教育学院第一次对英国职业教育的关键技术要求做出规

定，认为随着技术文化发展的加快，人们有必要习得一些可受用终生的素养。 ［3］

应该说，早期核心素养的功能主要从属于经济发展，教育被视为是经济的隶属

品，失去了自身的独立地位。 为了超越特定职业的社会经济定位，人们试图把社

会、文化、环境、个人、政治等更多维度纳入核心素养框架，认为在一个正义与公

平的民主社会，公民不仅拥有各种权利，还应能够实施这些权利，而核心素养是

促使公民行使权利的基础，是人们在工作、社区、国家、个人生活中承担各种角

色并实施行动的关键。 ［4］

21 世纪给面向未来的教育界带来了理智的强刺激，世界各国以及各种国际

教育组织几乎都在试图回答到底培养什么样的人才能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都在

努力描绘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蓝图，最直接的标志就是重建教育或课程标准。
近 年 来 ，在 联 合 国 教 科 文 组 织 （UNESCO）、欧 盟 （EU）、经 济 合 作 与 发 展 组 织

（OECD）等国际组织推动下，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设计已成为国际共识，相对领

先的有澳大利亚、加拿大、新西兰、新加坡、芬兰、美国、英国、苏格兰、法国、匈牙

利、日本等国，以及加拿大魁北克地区和我国的台湾地区，纷纷开展研制基于核

心素养的教育或课程标准，把它作为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

二、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国际经验

考察当前比较先进的基于核心素养的教育或课程标准研制经验，发现有许多

共同的东西，尤其在核心素养与学科课程的关系、核心素养转化为课程标准的思

路、课程标准的编排方式、组织架构与研制流程四个方面体现出殊途同归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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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核心素养与学科课程的关系

要落实核心素养，势必考虑实施的载体。 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需

要回答一个问题，即如何摆正核心素养与学科课程的关系。 传统上，课程设计以

学科知识为中心，课程设计大多始于、止于学科知识，课程设计的核心问题在于

如何把相关学科知识内容加以组织。 但学科知识的组织不是自然的，它们只是

社会建构的结果。 ［5］ 事实上，学科课程只局限于学科领域，没有关注更上位的统

领性素养。
在核心素养的视域下，课程设计指向于核心素养，核心素养需要融入学科

课程。 在处理核心素养与学科课程的关系上，各个国家与地区都把学科课程作

为培养学生核心素养的载体。 从实际情况看，这种基本关系呈现出两大更具体

的实践样态。 第一种是一对总的关系，即每门学科课程都要承担起所有核心素

养的培养责任，如新西兰的各门课程都要体现出培养国家规定的五种核心素

养，即思维素养，理解语言、符号及文本的素养，自我管理素养，参与贡献的素

养，与他人互动的素养。 ［6］ 第二种是一对分的关系，即一门学科课程有侧重地对

部分核心素养作出独特贡献，如我国台湾地区的课程设计思想就是一大典范

（见表 1）。 ［7］

为便于后续研制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首先必须明确规定各核心素养

的内涵。 如认知素养、个人与社会素养、方法性素养、沟通素养是加拿大魁北克地

区的四项核心素养，其中认知素养包括运用信息、解决问题、批判性思考、运用创

造力四个子项，其中运用信息又进一步分解成下列子项（如图 1 所示）。 ［8］

图 1 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核心素养“认知素养”中“运用信息”的内涵

表 1 两种教学研究范式的比较

核心素

养学习

领域

A 沟通互动 B 社会参与 C 自主行动

A1 语文

表达与

符号运

用

A2 咨讯

科技与

媒体素

养

A3 艺术

欣赏与

生活美

学

B1 公民

责任与

道德实

践

B2 人际

关系与

团队合

作

B3 国际

理解与

多元文

化

C1 身心

健康与

自我实

现

C2 系统

思考与

问题解

决

C3 规划

执行与

创新应

变

数学 √ √

英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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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核心素养转化为内容标准的思路

综合各国与地区的经验，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基本遵循学生核心

素养———学科核心素养———内容标准的思路。 在这种思路中，学科核心素养起

着桥梁的作用，是研制课程标准的关键。 所谓学科核心素养是指通过学习某学

科的知识与技能、思想与方法而习得的重要观念、关键能力与必备品格。 例如，
加拿大魁北克地区数学学科核心素养包括应用数学方法与过程进行推理、解决

与数学相关的情境性问题、使用数学语言进行交流，其中“解决与数学相关的情

境性问题”覆盖范围非常广，需要学生运用创造力、进行信息加工、发现有效的

解决策略、发展合适的交流方法，可见数学核心素养其实可以发展学生的所有

核心素养。 ［9］

除了将学生核心素养转化为学科核心素养外，还需要将学科核心素养转化

为内容标准，才能便于教师开展教学与评价。 例如，上述的“解决与数学相关的

情境性问题”包括：“编码情境问题中的因素、模型化情境问题、运用各种策略解

决问题、验证问题解决策略、分享与问题解决策略相关的信息”等五项内容，在

小学阶段（一）设计了相应内容标准，以下是其中部分内容：在算术方面，能根据

数学符号的性质与运算顺序，选择、运用多种数学符号；结合具体情境，解释所

运用的数学符号。 在统计方面，能设计问卷，并根据需要组织、呈现、分析调查结

果。 这种内容标准设计的背后逻辑就是数学核心素养“解决与数学相关的情境

性问题”的内涵。 ［10］

（三）课程标准的编排方式

课程标准的编排可分为纵向与横向两种方式。 纵向编排的课程标准又可细

分为分年级与跨年级两类。 如下表的魁北克地区小学数学课程标准分成三个阶

段，并非按每个年级设置学习要求。 ［11］

横向编排的课程标准也存在两种基本方式。 一是内容标准+表现标准，即就

表 2 魁北克地区关于“解决与数学相关的情境性问题”的课程标准（节选）

阶段性学习结果 评价标准

阶段（一）：在算术方面，能根据数学符号的性质与运算顺序，选择、运

用多种数学符号；结合具体情境，解释所运用的数学符号。 在几何方

面，能明确图形各种性质及其关系，并应用图形定义；计 算长 度 与 面

积时，能通过数字运算或代数式子作出推理、解释推理结果。 在代数

方面，能将相关代数公式应用于各种情境；应用代数等式 时，能根 据

相关情境确定并解释计算结果。 在概率方面，能开展相关计算活动，
计算出概率大小，并在适当时机解释活动并做出决策。 在统计方面，
能设计问卷，并根据需要组织、呈现、分析调查结果。

□√口 头 或 书 面 解 释 表

明 学 生 理 解 所 需 解 决

的情境问题。

□√所 运 用 的 数 学 知 识

与情境问题匹配。
□√问 题 的 解 决 过 程、问

题 的 答 案 与 情 境 问 题

匹配。

阶段（二）：…… ……

阶段（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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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学习主题描述出不同水平的特征。 如表 3，按相应的内容标准，分五种水平

描述表现标准。 ［12］

二是内容标准+成就标准与表现样例，即就某些学习内容描述出其成就标

准后，配上表现样例，更加便于教师的日常教学与评价。 如表 4 所示，是澳大利

亚小学 2 年级的课程标准，其中“内容描述与细化”、“成就标准与表现样例”分

别描述出学生应知所能，以及相应的成就水平。 ［13］

表 3 苏格兰科学课程中“地球科学-空间”的学习结果

内容标准
表现标准

初级 一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了解地球在宇

宙 中 的 位 置 ，
形成时间与大

小的观念。 理

解宇宙演化历

程， 能对未来

空间探索与外

星生命可能性

的思想展开探

究

当我遥望辽阔

的星空时会感

到好奇， 我能

认 出 太 阳 、月

亮 和 星 星 ，并

将它们 与生活

相联系

在不同时间通

过可靠地观测

太阳和月亮并

记 录 数 据 ，我

能描述出它们

的运行规律和

变化， 将它们

与一天、 一个

月和一年的时

长联系起来

通过观测和研

究太阳系的特

征， 我能运用

简单的模型来

交流和展示我

对太阳系的大

小、范围、周期

以及相对运动

的理解

通过运用太阳

系的知识和生

物生长条件的

知识， 我能提

供理由充分的

论据， 证明生

命在宇宙各处

存在的可能性

通过不断的研

究来观测和探

索太空， 我能

阐述我们有关

宇宙知识的发

展历程

表 4 澳大利亚科学课程标准（节选）

内容描述

与细化

二年级科学内容包括：科学理解、作为人类行为的科学、科学探究技能，每部分

又划分不同主题，并进一步描述出每个主题要求。 如“科学理解”被分为动物、
化学、地球和空间、物理。 “动物”要求是：生物会成长、变化，并有和它们相似的

后代，这部分又细化为：表 征 出个 体 出 生后 的 成 长和 变 化；认识 到 生 物具 有 可

预测的发展阶段；探究动物 不 同阶 段 特 征；通 过 观 察了 解 所 有动 物 都 有后 代，
通常有上代双亲……

成就标准与

表现样例

二年级结束后，学生能描述物体、材料和生物的变化。 他们能认识一些材料，认

识到不同资源有不同用途，并能举例说明科学在人们日常生活之应用。 学生对

经历过程提出问题，预测调查结果。 他们能使用非正式测量工具进行观察并进

行比较。 在他人指导下，学生记录并呈现观察结果，并与他人交流自己的想法

……
科学调查主题：家庭和学校中的水

●在给定的图表上分别记录观察的结果

←●举例说明水在家庭和学校中的多种用

途（包括用于灌溉、饮用、清洗、休闲）
●学生作品（分为三种水平，本作品代表

最高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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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组织架构与研制流程

研制课程标准是国家或拥有教育独立权限地区的责任，一般由政府出面组

织，主管教育部门或主管教育的官员是主要负责人选。 由于牵头主持的政府行

政部门不具备研制课程标准的专业知识，因此研制工作往往会委托给相关政府

教育专业部门或学术机构。 如澳大利亚课程标准开发工作主要委托给澳大利亚

课程评价报告局（ACARA）。 ［14］

课程标准的研制工作，大多积极吸收教育系统内外人士，参与人员来自社

会各个层面。 这些人员不仅包括专业人士，还包括社会大众。 以澳大利亚为例，
为吸引更多公众参与课程标准研制，除了直接参与课程标准研制的学科专家、
课程专家、评价与测验专家、中小学教师外，整个标准研制工作还专门开辟相关

网站，建立全国性论坛，公布课程标准草案供公众审核，同时开展大规模访谈与

问卷调查等公共咨询活动。
课程标准研制过程基本遵循计划、撰写、实施、完善四个基本环节，是一个

收集与分析信息、基于证据的行动过程，如下澳大利亚课程标准研制流程是这

种思想的集中体现。 ［15］

表 5 澳大利亚课程标准的研制流程

研制阶段 主要内容

构思阶段

学科课程标准设计阶段形成幼儿园-12 年级课程计划与学习领域，明确学

习领域结构与组织，以用于指导课程标准的研制。 概括地说，该阶段需要

明确三部分内容，即明确每阶段的关键议题与计划书、准备初始计划书、形

成和公布草案

撰写课程标准

阶段

确定学年开发内容范围 与 系 列、内 容 描 述与 细 化、成就 标 准，撰写 过 程 咨

询了审议小组、专业协会、课程专家。 具体细项有：向教师、关键利益群体

进行大面积咨询课程标准草案，依据咨询反馈调整草案，收集学生作品以制

定成就标准，明晰课程标准草案试点地区与学校，基于试点学校的反馈信息

修改草案，获得委员会签名后向联邦/州/领地教育部长、课程与学校当局陈

述报告，ACARA 网站公布陈述报告与学科课程标准

预备、实施

阶段

召开课程标准会议，强化 关 键 工作 和 意 图，为 学 校 实施 标 准 做准 备；收 集

学生作品，使得成就标准更好地得到清晰表述；收集、整理、分析课程标准

使用情况，向委员会做常规报告，然后确定出后续修订课程标准需要考虑

的议题。 对于中小学学校领导来说，需要考虑外部需求和当地课程更新，
确定实施课程标准时间。 同时在课程标准准备和实施过程，为教师提供学

习机会以便更好实施课程标准

课程管理、评价

与回顾阶段

对课程标准阶段性 地咨 询 教 师和 主 要 利益 群 体，确定 将 来 需要 调 查 的议

题；常 规 性 回 顾 相 关 文 献 和 国 际 做 法，以 比 较 国 内 做 法 与 其 他 国 家 的 做

法；就相关议题向委员会做常规报告。 在此期间开展外部测验、校内评价，
以便从中获取数据完善课程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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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际经验对我国研制基于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的启示

综观基于学生核心素养的课程标准研制的国际或地区经验，结合我国目前

的条件，如果我们要研制国际一流的课程标准，至少可以获得如下的启示。
（一）转化学生核心素养为学科核心素养

从现有研究基础看，我国的学生核心素养包括自主发展、社会参与、文化修

养三大类素养。 每类素养下有包括若干项指标，如文化修养素养包括语言素养、
数学素养、科技与信息素养、审美与人文素养共 4 项指标。 ［16］ 要研制基于核心素

养的课程标准，意味着将核心素养融入各门课程标准。 从学生核心素养到课程

标准的转化过程需要一个过渡环节，即学科核心素养，否则，学科课程标准由于

“对不上”过于上位的学生核心素养，而导致“两张皮”现象，学生核心素养就会

变成“空中楼阁”。
我国现有课程标准在本质上属于内容标准，编排体例主要遵循了学科体系

的逻辑。 现有课程标准虽然在总目标中提及类似学科核心素养的目标，但没有

以学科核心素养为纲，没有将学科核心素养一以贯之地落实到课程标准的各个

方面，特别是各个学段或年级或水平的表现标准。 这种学科内容取向的编排模

式导致了：课程实施程度和学业质量标准模糊不清，使教学管理和改进、学生学

业评价缺乏明确的参考依据；过分强调学科内容和知识点的传授，轻视或忽视

学科核心素养的培养，更遑论学生核心素养。 素质教育喊了几十年，为什么我国

中小学现状没有多大改变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此。 由此可见，学科核心素养作为

连接内容标准与学生核心素养的纽带，必将成为研制新的课程标准的关键环节。
（二）依据学科核心素养重组学科的内容标准

从抽象到具体的角度来看，一旦确定了学生核心素养，然后每门学科都需

要本学科对学生核心素养所作的贡献，即回答该学科的本质与育人价值，提炼

出学科核心素养。 然后，依据学科核心素养，重新确定与组织该学科的内容标

准。 这一流程从逻辑上是自洽的，但实际操作起来有相当的难度，需要有扎实的

相关研究基础。 我们与课程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最大的缺陷在于评价领域特

别是对学生学习结果的实证研究太少，这给研制课程标准带来极大的挑战。 比

较可行的办法是，一是从学科核心素养审视、评判目前的内容标准，以确保内容

标准的“聚焦”；二是从已经得到某些实证的内容标准出发，反过来，检视学科核

心素养的合理性。 通过这样“两两对照”，形成逻辑上比较周延的内容标准。 表 6
就是一种具体的做法：梳理相关主题的内容标准，逐条评判内容标准与该学科

核心素养的匹配程度。 如果不匹配的话，可采取删除或修改等调整措施。
（三）选择适切的课程标准编排方式

梳理好现有内容标准后，则可对那些同时具有内容标准与表现标准性质的

条目做进一步调整，而对那些只具内容标准性质的课程标准条目还需要研制相

应的表现标准。 具体研制时，可结合具体内容选择课程标准编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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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纵向编排方式往往要求学科具有连续发展的特征。 然而，我国各门学

科内容标准基本以知识点为单位呈现，总体上并不具有连续聚焦特征。 鉴于各

门学科现状，以及现有研究基础与庞大研究工作量，我国课程标准编排纵向表

现水平为时尚早。 但对于一些具有连续聚焦特征的学科内容，如语文与英语课

程中的写作、科学课程中的探究、数学课程中的推理、历史课程中的史证、技术

课程中的设计等，可以尝试采取纵向表现水平编排方式，在尊重现有课程内容

设置的现实基础上，可基于实际选择分年级或跨年级编排方式。 相比纵向编排

方式，选择横向编排方式往往对学科的逻辑性要求较低。 就我国而言，可以结合

实际情况，为现有课程标准设置相应表现水平，或者进一步具体化内容标准的

要求，并为之配置相应案例。
（四）建立一支专业的学业评价团队

课程标准研制需要强大专业知识的支持，研制工作通常由国家委托给相关

专 业 部 门 或 学 术 机 构。 这 些 专 业 部 门 或 学 术 机 构 大 多 设 置 了 评 价 部 门 ，如

ACARA 本身就是一个融课程开发与学业评价为一体的机构，其核心任务是规

范和检验课程标准。 德国国家教育质量发展研究所（BMBF）的核心任务是规范

和检验课程标准，主要通过标准化的考试任务来建立试题库，以评价学生、支持

素养建设和结果取向的教学变革。 ［17］ 当今多数国家与地区基本都是靠评价来引

领国家或地区的课程改革，把课程标准开发与基于评价监控的课程实施纳入统

一的框架内。
在这一点上，建议我国将来在课程标准研发机构内建设一支学业评价专业

团队，实现通过评价收集课程标准研制所需的实证数据，同时通过评价来引领

各省、地区的课程改革。 由于我国长期以来不重视学业评价人员的培养，尤其是

教育测量人员的培养，因此极有必要加大这方面专业力量的建设，以便为课程

标准研制与修订提供重要的实证证据。
（五）加大广大中小学教师的参与力度

研制国家课程标准，其中有一条国际经验就是，非常关注社会不同人员的

表 6 基于学科核心素养处理现有课程标准的分析框架

描述矩阵 评判矩阵

学习模块或

主题

内容标准的

描述

明晰内容标准所 指

向的素养

与下述学科核心素养是否

匹配：A.学 科 核心 素 养 1；
B.学科核心素养 2；C.……

备注

模块/主题 1

内容标准 1
内容标准 2

……
内容标准 n

解 读 内 容 标 准 ，概

括/提取/抽象出这 n
条内容标准所指向

的素养

对照已确定的学科核心素

养，判 断 前 述 明 晰 出 的素

养是否与它们匹配

如 果 概 括 出 的 素

养 没 有 与 已 有 的

学 科 核 心 素 养 匹

配，则留待后议

模块/主题 2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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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与，尤其重视广大一线中小学教师的参与。 这是因为课程标准研制是个不断

完善的过程，而作为课程标准的直接实施者，中小学教师无疑是试点课程标准、
提供完善课程标准所需信息的最重要人员。 在某种程度上，教师参与课程标准

的研制过程就是教师理解、接受课程标准的过程。
受教育传统与体制的影响，我国许多官方课程文本研制过程中，大多把教

师作为教育产品的被动接受者，试图通过行政方式来推进改革，而一线中小学

教师在课程标准研制过程中参与机制缺乏，参与程度不足。 因此，课程标准研制

需要建立新的机制，创设新的渠道，让更多的一线教师参与。 这种参与过程就是

教师熟悉、接受课程标准的过程，也是推动他们投入实践课程标准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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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Based on Key
Competencies：International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SHAO Chaoyou， ZHOU Wenye & CUI Yunhuo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Hangzhou，310012，China；Institute of Curriculum and Instruction，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Shanghai，200062，China）

Abstract： Nowadays it is an international trend to develop curriculum standards based on key compe-
tencies. The experience of international curriculum standards development indicates that there are two
essential relations between key competencies and subject curriculums. That is， all subject curriculums
have to assume the responsibility of cultivating key competencies and each of them has to have its
unique contribution to key competencies； The transition from key competencies to curriculum
standards basically follow the idea of key competencies—subject key competencies—content
standards； The design models of curriculum standards can be roughly classified into longitudinal
model，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by - grade and cross - grade patterns， and horizontal model，
which can be further divided into performance level and example patterns； In the aspect of organiza-
tional structure and development process， a professional department or academic institution under the
auspices of government is responsible for curriculum standards development， which includes four
stages of planning， compilation， implementation and improvement. Those findings mentioned above
will benefit Chinese curriculum standards development significantly.
Key words： key competencies； subject key competencies； curriculum standards

（责任校对：许 璐）

students’ real thoughts. In order to measure students’ actual psychological burden， this paper， from a
phenomenology perspective， suggested that researchers should gain students’ trust and get involved
into students’ life and learning activities. The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possible impact factors that
increased students’ psychological burden from public， school， and family.
Key words： phenomenology； academic psychological burden

（责任校对：孟 郊）

!!!!!!!!!!!!!!!!!!!!!!!!!!!!!!!!!!

3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