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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武（省特级教师，海曙外国语学
校副校长）：

2022版《义务教育英语课程标准》是
对2011版课标的总结、继承和发展，也是
对《普通高中英语课程标准（2017年版》
的衔接，体现了“不变”中“守正”和“变
化”中“创新”的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
个方面：

一、延用并调整了课标架构。与2011
版课标“四部分、一附录”相比，新版课标
将整体架构调整为“六版块、一附录”；调
整“课程基本理念、实施建议”等表述为

“课程理念、课程实施”；原附录中的“评
价方法与案例”调整到“课程实施”中的

“评价建议”，“课堂教学实例”调整为“教

学案例”等。
二、呼应并拓展了课程内涵。新版课

标在坚持对学生的综合人文素养培养的
基础上，提出了树立国际视野、涵养家国
情怀、坚定文化自信等新要求，进一步明
确了义务教育英语课程基础性、实践性
和综合性的特征，拓展了课程理念的内
涵，增加了“核心素养统领、主题引领、英
语学习活动观、教学评一体化”等新提法。

三、梳理并优化了课程体系，从课程目
标、结构、内容、实施等角度对义务教育英
语课程体系进行了全方位的迭代优化。九
年一贯英语课程分级体系，六要素整合的
单元整合教学，学思结合、用创为本的英语
学习活动等都已体现在新课程体系之中。

不变中“守正”，
变化中“创新”

英语

孙雅飞（市名教师，海曙区雅戈尔小
学教科负责人）：

除了突出课程的育人导向，新课标
还优化了课程的内容结构，在课程内容
中新增了主题和语篇两大要素。课程内
容六要素作为一个相互关联的有机整
体，共同构成核心素养发展的内容基础。
有意义的语言学习过程必然是以主题为
引领、以不同类型的语篇为依托展开的，
学生在意义探究和主题建构过程中学习

语言知识和文化知识，获得语言技能和
学习策略，实现由知识向能力的转化，最
终获得素养的发展。

此外，新课标在课程实施上提出了
具体的教学、评价、教材编写、师资培训
等建议，有不少创新之举。如，提出英语
学习活动观。倡导学生通过学习理解
类、应用实践类、迁移创新类活动，逐步
获取和梳理知识，形成关联，尝试应用，
最后解决实际问题。

吴利文（正高级教师、省特级教师，
江北区教育局教研室主任）：

新版科学课程标准从科学观念、科
学思维、探究实践和态度责任四个维度，
明晰了学生在各个学段所需要达到的目
标，对教师的教学设计也提出了新的要
求。

新课标关注学习进阶的设计，从内容
要求和学业要求两个维度描述了学习进
阶的过程，让各个年段的教师都能更好地
了解学生的学习阶段，并关注学习的顺序
性、阶段性和关联性。新课标力图突破各
年段科学教师“各自为政”的局面，注重幼
小、小初和初高中的衔接，把原来分开设
置的小学科学课标和初中科学课标合二
为一，更加合理地安排不同学段的内容，

体现学习目标的连续性和进阶性。
新课标明确设置了13个学科核心

概念和4个跨学科概念，将核心素养的
培养有机融入学科核心概念的学习过程
中。对于这些新提出的跨学科概念，在教
学建议中明确指出“以探究实践为主要
方式开展教学活动”。

新课标针对每一个核心概念都设置
了教学提示，包括教学策略建议和学习
活动建议两方面，此外还细化了评价和
考试命题建议。

新课标要求优化课程设置，开展多
样化的教学活动，力图在不增加学生课
业负担的基础上激发学习动机，积极参
与科学学习和实践，通过综合性的评价
促进学生的发展。

探究实践教学
完善学段衔接

科学

费海明（正高级教师，江北区教育局
教研室教研员）：

新课标把“信息技术”变成了“信息科
技”，课程名称有了变化。同时，这门课程
从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中独立出来，实现一
至九年级的全覆盖。这些变化，既彰显了
义务教育课程群系统优化的国家顶层设
计意志，又突显了信息科技课程呼应新时
代，实践学科特质育人的责任与使命。

课程易名，意在凸显“科”与“技”的
双重价值内涵。具体地说，“科”指的是科
学精神与信息科技原理；“技”指的是技
术应用与技术创新。“科”与“技”的并重，
意在追求理性工具和人文精神的统一，
增强自主可控的创新意识与使命感，发

展原始创新能力，使“立德树人”的教育
思想在学科内加以彰显，即“立技树人”。

新课标体现了继承与创新的理念，
坚持“与时俱进”与“经典永恒”。课标及
时反映智能时代信息科技的变革与创
新，更新课程内容，突显课程时代性。比
如，在小学阶段夯实数据编码与生活算
法等经典内容，在初中阶段导入物联网
和人工智能等时代技术，以分段、分层的
思想实现进阶式的学习。

新课标既继承了信息意识、计算思
维等学科核心素养要素，又面向义教段
学生的心智特点研制出具体目标，同时
给出细致的学段评量标准，使核心素养
可育、可测、可评。

关注“科”“技”并重
培育创新能力

信息科技

张朝辉（省特级教师，鄞州区
基础教育研究指导中心教研员）：

本次修订，体育与健康课
程占九年总课时比例的10%-
11%，首次超外语，成为小、初
阶段仅次于语文、数学的第三
大主科。

我关注到，新课标最大变化
在课程的逻辑起点上，即把课程
逻辑起点从教学生外在的体育
运动知识、技战术改变为培养学
生内在的核心素养，把体育学科
核心素养确定为运动能力、健康
行为、体育品德三要素。

基于新的课程逻辑起点，
新课标中新增了三点：

一、落实“教会、勤练、常赛”要
求，注重“学、练、赛”一体化教学。

二、加强课程内容整体设计，
关注体育与健康教育内容、体能
与技能、学练与比赛、体育与其他
相关学科等方面的有机融合。

三、注重教学方式改革，强
调从“以知识与技能为本”向

“以学生发展为本”转变。
此外，新课标更强化了幼

小衔接，小学一、二年级的所有
课程都将在设计层面更加注重
活动化、游戏化、生活化，这将
让体育教育逐级下沉，帮助更
多儿童建立起运动兴趣，提升
运动参与度。

课程的
逻辑起点变了

体育与健康

吴相撑（正高级教师、市名
教师，宁波市第七中学教科室
主任）：

新课标把艺术课时的占比
达到了9%~11%，体现了国家
对学生艺术教育的重视。主要
变化呈现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聚焦核心素养，突出综
合性。首次明确了艺术课程目
标，即以各艺术学科为主体培
养学生审美感知、艺术表现、创
意实践、文化理解等核心素养。
艺术课程设置中，八至九年级
分项选择开设融舞蹈、戏剧、影
视等内容的音乐和美术课程，
凸显课程的综合性，加强与其
他艺术的融合，重视艺术与其
他学科的联系，充分发挥“五育
并举”的协同育人功能。

二、创设学习模块，体现选
择性。聚焦审美感知、艺术表
现、创意实践、文化理解等核心
素养，围绕欣赏（欣赏·评述）、
表现（造型·表现）、创造（设计·

应用）和联系／融合（综合·探
索）四类艺术实践活动，以任务
驱动的方式遴选和组织课程内
容。设置了音乐、美术、舞蹈、戏
剧（含戏曲）、影视（含数字媒体
艺术）五大内容模块。

三、注重内容衔接，提升发
展性。把学生发展的阶段性与
连续性进行整体设计是艺术课
程标准的一个亮点。如第一阶
段（1—2 年级）以艺术综合为
主，体现幼儿园从综合活动到
小学分科课程的过渡与衔接。
第二阶段（3—7 年级）以音乐、
美术为主，有机融入姊妹艺术，
注重学生全面发展。第三阶段
（8—9 年级）开设艺术选项，帮
助学生掌握1—2项艺术特长，
并与高中模块教学相衔接。与
之对应的是重视艺术学习的过
程性、基础性考核与评价。尊重
学生艺术学习的选择性，以学
定考，根据学生的选择进行专
项考核，体现教学评的一致性。

设置模块课程
提升综合素养

艺术

戴振锵（市名教师，鄞州区
塘溪镇中心小学校长）：

劳动新课标强化了对学
校、教师在劳动课程开发与实
施方面的指导，突出了课程实
践育人的特征。具体为：

一、提出了劳动课程的核
心素养内涵，即劳动素主要包
括劳动观念、劳动能力、劳动习
惯和品质、劳动精神。制定了劳
动课程表现性评价内容——

“各学段劳动素养要求”，为学
校、教师阶段性对学生劳动素
养评价指明了方向和评价指
标，还附了具体的实施评价案
例，非常好用。

二、指导学校、教师以劳动
项目为载体，以劳动任务群为
基本单元，以学生经历体验劳
动过程为基本要求，来构建以
实践为主线的课程内容结构。
构建了十个任务群，每个任务
群有若干项目组成的课程内
容，从课程内容方面强化了实
践，推动学生“做中学、用中学、
创中学”。

三、新增加的“劳动项目开
发建议”、“劳动周设置建议”对
学校劳动项目的开发设计和实
施、劳动周的开发设计和实施
进行了具体详细的指导，操作
性强，非常实用。

强化指导
实践育人

劳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