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附件一】校订课程计划书 

课程题目:_______________ 
校订课程计划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中学） 
小组成员： 
 
 
 
课程主题 主题  

 
 
依据情境分析对课程发展、教

师专业、学生素质、行政管

理、社区资源等问题的探讨，

说明这项课程的必要性。 

说明  

课程类别  初中  高中 
  语文  数学  基础知识类  专业知识类 

 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  艺能类  综合实践类 

 艺术  体育与健康  加深加广类  

 科技与生活  综合实践   

 其他                           适用于  初中  高中  初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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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 素养 1 自主学习 沟通协作 社会参与 

采用 SMART 的原则来设定课 
程目标三领域，即具

（Specific）、可测量

（Measurable）、可达到

（Attainable）、有关联

（Relevant），以及有时限

（Time bound） 

身心平衡与美感素养 积极态度与正面价值 品德素质与人文关怀 

善用知识与运用科技 领导能力与团队合作 国家认同与多元文化 
创意思维与解决问题 语言素养与沟通表达 全球视野与永续发展 

 层次 目标 
认知  记忆 C1  

 理解 C2 
 运用 C3 
 分析 C4 
 评估 C5 
 创造 C6 

技能  模仿 P1  
 操作 P2 
 精确 P3 
 协调 P4 
 自然化 P5 

情意  接受 A1  
 反应 A2 
 价值判断 A3 
 价值组织 A4 
 价值内化 A5 

 

                                                        
1 这个部分可以由学校本身的核心素养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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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结构 教学对象

和人数 
 

 教学对象和人数 
课程时间多长（同步 vs 异步） 
课程的空间（实体 vs 虚拟） 
 其他考量 

课程时数  
空间、环

境与设备 
 

其他  
与其他课程的连结 横向  

 

 

纵向  
 
 
 

教学方法与策略 教学方法  

 任教老师  

 
 
 
 
 



4 
 

单元学习内容（应以 20 周，800 分钟，作为一个学习期限来设计，也方便学分的计算） 
教学材料 

周数/节数 单元主题 单元学习内容 
第 1 周    
第 2 - 3 周    
第 4 – 6 周    
第 7 – 8 周    
第__周    
第__周    
第__周    
第__周    
第__周    
第__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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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式 评估的形式与

分数 
评估的指标 对应课程目标（应以

此表的课程目标一

致）。 
完美 

（超过预期） 
接近完美 

（达到预期） 
可以 

（符合标准） 
加油 

（接近指标） 
补强 

（需要努力） 
    

1. 学 习 单

（30%） 
 

答对 80%以上

学习单的的问

题。 

答对 60% - 79%
学习单的的问

题。 

答对 40% - 59%
学 习 单 的 问

题。 

答对 20% - 39%
学 习 单 的 问

题。 

答对少于 20%
学 习 单 的 问

题。 

课程目标 1:  

  
 
 

      

  
 
 
 

      

评鉴方案  
 
 
 
 
 

 



6 
 

“课程领导与发展委员会”评估单（供委员会使用） 
 卓越 

（9-10） 
优良 

（7-8） 
达标 

（5-6） 
加油 

（3-4） 
补强 

（1-2） 评分 

课程主题 主题清楚、具体、吸

引，与内容有呼应；

说明充分支持主题的

设定，以及存在的必

要性。 

主题清楚、具体、吸

引，与内容有呼应；

说明有支持主题的设

定，以及存在的必要

性。 

主题基本清楚，与内

容有关联；说明有支

持主题的设定，但是

无法清楚交待存在的

必要性。 

主题一般，无法很

好呼应内容；说明

部分支持主题的设

定，课程存在的理

由薄弱。 

主题与内容无法呼

应；没有说明，课

程 的 存 在 可 有 可

无。 
 

课程目标 课程目标具体明确，

有回应素养目标，兼

顾认知、技能，情意

的领域。同时，具备

可测量性。 

课程目标具体明确，

有回应素养目标，兼

顾认知、技能，情意

的领域。基本具有可

测量性。 

课程目标有列明，但

不具体/明确，与素养

目标有关联，基本涵

盖认知、技能，情意

的领域。基本具有可

测量性。 

课 程 目 标 简 单 列

明，不具体/明确，

与素养目标稍微关

联 ， 与 认 知 、 技

能，情意的领域联

结模糊。测量性薄

弱。 

课程目标模糊，与

素 养 目 标 无 法 对

应 ， 与 认 知 、 技

能，情意的领域联

结 模 糊 。 无 测 量

性。 

 

课程结构 清楚具体的描述了教

学对象，教学时间和

空间，有其他说明。 

清 楚描述 了教学 对

象 ，教学 时间和 空

间，有其他说明。 

有描述了教学对象，

教学时间和空间，没

有其他说明。 

简略描述了教学对

象，教学时间和空

间 ， 没 有 其 他 说

明。 

或没有说明教学对

象，或教学时间，

或空间，没有其他

说明。 

 

与其他课

程的联结 
清楚具体的说明有关

课程在纵横两个方向

的联结，知识点分配

清楚仔细。 

清楚的说明有关课程

在纵横两个方向的联

结，知识点分配基本

清楚仔细。 
 

答对 40%-59%学习单

的问题。 
答对 20%-39%学习

单的问题。 
答对少于 20%学习

单的问题。 
 

教学材料 提供详细的阅读材

料，每一个单元教学

都配合了适当的教

材。 

提 供详细 的阅读 材

料，基本上每一个单

元教学都配合了适当

的教材。 

有提供阅读材料，大

部分单元教学都配合

了适当的教材。 

简略的提供了阅读

材料，小部分单元

教 学 都 配 合 了 教

材。 

简略的提供了阅读

材料，小部分单元

教 学 都 配 合 了 教

材，但是不是很适

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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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方法

与策略 
教学活动符合 学生主

题的原 则，顺序清 
楚，时间空间 安排合

理；充 分回应课程目 
标。同时，也 清楚列

明课程 进行时的安全 
措施（若有需 要）。 

教学活动符合 学生主体

的原 则，有顺序， 有
时间空间 的安排；有回 
应课程目标。 同时，也

清楚 列明课程进行 时
的安全措 施（若有需 
要）。 

教学活动符合 学生主体

的原 则；基本回应 课
程目标。同 时，也列明

课 程进行时的安 全措

施（若有 需要）。 

教学活动一 般，部

分内 容反应学生主 
体；基本回应 课程

目标。同 时，有稍

微列 明课程进行 时
的安全措 施（若有

需 要）。 

教学活动一 般，没

有反 应学生主体的 
内容；基本回 应课

程目标。 没有列明

课程 进行时的安全 
措施（若有需 要）。 

 

单元学习

内容 
清楚具体的列出每一

周，15 个以上单元

的主题、内容、授课

方式。 

清楚具体的列出 12 个

以上单元的主题、内

容、授课方式。 

清楚具体的列出 10 个

以上单元的主题、内

容、授课方式。 

列出若干单元的主

题、但是内容和授

课方式不清楚。 

单元的主题简略、

内容和授课方式模

糊。 
 

评估方式 形式清楚，指标具

体；充分回应课程目

标。 

形 式清楚 ，指标 完

整 ；有回 应课程 目

标。 

形式清楚，有指标；

基本回应课程目标。 
形式普通，指标一

般；基本回应课程

目标。 

形式普通，指标模

糊；无法回应课程

目标。 
 

评鉴流程 评鉴流程详细具体、

涵盖全面、操作性

高。 

评鉴流程详细具体、

涵盖全面、具备操作

性。 

评 鉴流 程具 体、 全

面、具备操作性。 
评鉴流程一般、基

本涵盖细项、可操

作。 

评鉴流程含糊、不

够 全 面 、 操 作 困

难。 
 

整体评价 有达到开设校订课程

的目的，提升校本课

程的丰富性。 

有达到开设校订课程

的目的，使校本课程

更丰富。 

有达到开设校订课程

的目的，符合校本课

程的选项。 

基本达到开设校订

课程的目的，基本

符合校本课程的选

项。 

没有达到开设校订

课程的目的，不符

合 校 本 课 程 的 选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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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核结果 

□ 通过审核 □ 需要小修 □ 需要大修 □ 不通过 
原因： 

委员会主席签名  日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