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罗树庚（正高级教师、省
特级教师，宁波国家高新区实
验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

语文新课标呈现出文化
浓、目标明、衔接紧、评价实的
特点，以文化自信、语言运用、
思维能力、审美创造为纲，以
识字与写字、阅读与鉴赏、表
达与交流、梳理与探究等语文
实践活动为主线，目的就是培

养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
时代新人。新课标把小学一年
级至初中九年级四个学段学
习目标贯通表述，加强了幼儿
园与小学、小学与初中的衔
接，增设了学业质量描述，四
个学段要达成怎样的核心素
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是根
据新时代立德树人要求修订
的一份纲领性文本。

余文君（正高级教师、省
特级教师，鄞州区教育学院
办公室主任）：

新版课程标准既有传承
也有修正，主要有三个鲜明
的特点。

一、素养至上，关注“人”
的发展。新课标明确了语文
核心素养“文化自信、语言运
用、思维能力、审美创造”四
大内涵，细化到课程内容的
组织和呈现，在识字与写字、
阅读与鉴赏、表达与交流、梳
理与探究的过程中，整体提
升学生的核心素养。

二、融合为要，实现学段
对接和学科整合。新课标首先
在“幼小衔接”“小初衔接”的
关键节点，实现无缝对接。在
内容和方式上，继承了2020
年修订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
标准，采用了“学习任务群”的
内容形式，但是又不同于普通
高中相对独立的18个“学习
任务群”，义务段的“学习任务

群”根据三个层面，围绕特定
的学习主题，在每一个学段设
置连贯的语文活动，螺旋上
升，体现连贯性和适应性。其
次关注学科融合，在拓展型学
习任务群层面，设置“跨学科
学习”任务群，主要借助“研
学”的方式，综合数学、科学和
大语文的内容，实现多学科、
跨媒介的自然融合。

三、思维凸显，培养理性
的时代人。“思维”毫无疑问是
语文新课标凸显的高频词。在
核心素养的内涵表述、课程目
标的设置上，都突出发展思维
能力和提升思维品质。在学段
要求和内容方式上，强调思辨
性阅读与表达，培养问题意识
和积极思考的习惯，保护好奇
心、求知欲。在发展形象思维
的同时，进一步培养学生的逻
辑思维、辩证思维和创造思
维，培养思维的深刻性、独创
性和批判性，这也正是新时代
理性人才的关键素养。

素养至上 融合为要
思维凸显

语文

现代金报现代金报 热点聚焦热点聚焦 A06A06
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万建刚 余维新 美编：雷林燕 审读：邱立波2022年4月26日 星期二 责编：万建刚 余维新 美编：雷林燕 审读：邱立波

各学科“新”在哪里？

4月21日，教育

部正式印发《义务

教育课程方案和课

程 标 准（2022 年

版）》，新的方案和

标准将在今年秋季

开始执行。

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为20年来首次

修订，课程标准也

是 10 年 来 首 次 修

订。此次修订，历时

三年，汇聚了包括

两院院士、学科专

家、学科教育专家、

骨干教师、教育管

理者等近 300 人组

成 的 修 订 组 的 智

慧，完善了课程设

置、课程结构、考试

评价、课程实施等

方面要求，对教与

学的内容、方式等

进行改革，注重对

实际问题的有效回

应，强调加强学段

衔接。

具体在各门学

科上有哪些大的变

化呢？记者近日请

宁波多位名师和教

研 专 家 进 行 了 解

读。
□现代金报 |甬上教育

记者 俞素梅
通讯员 刘晓洁

郑乐安（正高级教师、省
特级教师，鄞州区基础教育
研究指导中心教研员）：

新版课程标准首先在现
有的“课程性质”“课程理念”

“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条目
中，增加了“学业质量”版块，
对学生学业成就具体表现特
征进行了整体刻画和描述，
充分体现了“以学定考、教考
一体”的改革方向。

其次，“课程性质”从目
前的“思想性”“人文性”“实
践性”和“综合性”，修订为

“政治性”“思想性”“综合性”
和“实践性”，凸显了思政课
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
关键课程，道德与法治课程
是义务教育阶段的思政课，
即具有鲜明的“政治性”。

第三，“课程理念”增为
五条，凸显了道德与法治课程
的思想与价值引领，强化了课
程一体化设计，发挥评价的引
导作用，促进知行合一。

第四，新课标首次明确
提出“政治认同”“道德修养”

“法治观念”“健全人格”和
“责任意识”五大学科核心素
养，围绕核心素养，体现课程
性质，反映课程理念，并分四
学段一体化设定课程目标。

第五是“课程内容”的变
化，新课标以发展学生的核
心素养为导向，以“成长中的
我”为原点，不断扩展学生的
认识和生活范围，分学段按
主题对内容进行了科学设
计，建构学段衔接、循序渐
进、螺旋上升的课程体系。

潘小梅（正高级教师、
省特级教师，鄞州区基础
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教研
员）：

数学新课标为广大数
学教育工作者指明了方
向，提出了数学核心素养
是具有数学基本特征的关
键能力、思维品质以及情
感、态度、价值观的综合体
现。在此基础上，优化了数
学课程内容结构。如在7-9
年级统计与概率板块增加
分布式计算、近似计算等内
容，引导学生感悟大数据的
运用，进一步接轨现实世
界。尤其是设立跨学科主题

项目学习，加强学科间的融
合，数学与生活、传统文化
的联系，带动课程的综合实
施，这必将丰富学生的学习
方式。

此外，新课标整体刻
画课程内容学业成就的具
体表现特征，让中考命题
评价有据可依，同时引导
和帮助教师在日常教学中
合理把握教学深度与广
度，针对各内容板块提出

“教学提示”，并配备了若
干具有时代性的案例，教
师可以通过研读这些案例
理解“教什么”“怎样教”

“教到怎样程度”。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公布

“变”在哪里？
新增“学业质量”
凸显了“政治性”

道德与法治

邵陈标（正高级教师、
省特级教师，宁波大学附属
学校小学部副校长）：

核心素养导向，是贯穿
新数学课程标准的主线，主
要体现在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和学业质量三方面的变
化。

一、确立课程育人导
向，定位核心素养的课程目
标。

培养数学核心素养是
数学教育的终极目标，这就
需要通过数学的学习，达到

“三会”：会用数学的眼光观
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
维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
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那
么，怎样才算具有数学的

“眼光”“思维”“语言”？数学
眼光主要表现为：抽象能力
（包括数感、量感、符号意
识）、几何直观、空间观念与
创新意识。数学思维主要表
现为：运算能力、推理意识
或推理能力。数学语言主要
表现为：数据意识或数据观
念、模型意识或模型观念、
应用意识。新课标根据核心
素养整体性、一致性和阶段
性的特征，对核心素养在小
学与初中阶段的主要表现
及其内涵做了具体描述，体
现在每个学段的具体目标
之中，形成清晰、有序、可评
的课程目标。

二、设计结构化课程内
容，实施核心素养的发展路
径。

基于核心素养要求，优
化课程内容结构。小学和初
中数学包括四个学习领域：
数与代数、图形与几何、统
计与概率、综合与实践。数
与代数由原课标的四个主

题变为“数与运算”和“数量
关系”两个主题，把负数、方
程、反比例移到初中，旨在
使学生整体理解数与数的
运算，在形成符号意识的同
时，发展运算能力。图形和
几何部分特别强调几何直
观，小学增加尺规作图。统
计与概率强调统计量，把百
分数作为统计量。综合与实
践以跨学科主题学习为主，
采用主题式和项目式学习
的方式，重在发展解决实际
问题能力，强化创新意识和
实践能力。每个领域的内容
按“内容要求”“学业要求”

“教学提示”三个方面呈现。
在实施课程中，重视单

元整体设计，选择能引发学
生思考的教学方式，让课程

“活”起来、“动”起来，让课
程内容变为学生主动学习
的活动，驱动教学方式与学
习方式的变革。

三、研制学业质量标
准，落实核心素养的教学评
价。

专门研制学业质量标
准，这是新课标创新的内
容。数学课程学业质量标准
主要从三个方面来评估学
生核心素养达成及发展状
况，分四个学段描述具体标
准，融合“四基”“四能”和核
心素养的主要表现，并细化
了评价与考试命题建议，增
加了教学、评价案例。不仅
明确了“为什么教”“教什
么”“教到什么程度”，而且
强化了“怎么教”的具体指
导，实现“教——学——评”
的一致性，从而使核心素养
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变成
学生真实的能力、品格和价
值观。

聚焦核心素养
创新课程变革

数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