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市青浦区尚美中学课程实施方案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为全面落实党和国家的教育

方针，贯彻“双新”、“双减”的改革要求，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入实施素

质教育，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

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 (中发 (2019] 26 号)、《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

程标准 (2022年版)》等文件精神，上海市青浦区尚美中学充分认识到发展素质

教育对于学生生命成长的价值，在“以人为本”理念引领下，着眼于学生全面发

展，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课程实施方案。 

学校基础性课程和拓展性课程设置与安排合理，已有比较完善的课程体系基

础，并开设有非遗、篮球等艺体特色课程，充分体现了学校的办学特色。 

一、课程规划依据 

    （一）学校基本情况 

尚美中学创办于 2000 年 8 月，是由万寿中学与盈中中学合并而成。学校环

境优美，占地面积约 35亩，拥有四幢教学楼，学校办学规模为 14个教学班，学

生 421 人。目前在编教职工 92 人，其中中学高级教师 18 名，一级教师 60 名，

区级以上骨干人数 11人。 

学校课程建设分析 

S（优势） W（劣势） 

●课程体系完整，开足开齐国家课程 

●坚持课程育人、活动育人、实践育人理念 

●教师整体专业素养高，团结勤奋 

●“虎头鞋”特色课程已成为市级品牌课程 

●“篮球”特色 

 

●教师平均年龄偏大，信息素养不高 

●教师专业发展进入瓶颈期，职称名额不足

等造成教师内驱动力不足 

●校本课程仅10余门，且仅在六七年级实施，

不能满足新时代学生发展增长的需求 

●教师理念更新落后于社会发展速度，教学

方式有待改革 

●学生评价方式不够多元化，综合评价体系

不够完善 



O（机会） T（威胁） 

●学校成为第四轮“课程领导力”项目校、

第二轮“强校工程”实验校以及青浦一中教

育集团支援校，市区教育综改项目将全面推

动学校发展，办学影响力有望持续提升 

●作为第二轮“强校工程”实验校，数字化

转型项目将在我校率先启动，推进学校教育

信息化和教学数字化改革，促进教学方式和

评价方式变革 

●教师均有深厚的教育情怀，向好意愿强烈 

●管理团队非常年轻，管理经验不足，课程

实施与改革在探索中进行 

●科研引领不足，校本课程体系需丰富与完

善，校本课程多元评价体系有待建立 

●教育“内卷”与多元价值观冲击，造成目

前教育疲态 

●教师年龄结构与学科结构的不均衡，会影

响部分学科教学质量 

●学生心理问题日益严重，数量逐年增加，

教师与家长缺少心理问题应对策略，造成休

学、停学现象增多，管理困难加重，教学质

量大受影响 

基于以上分析，尚美中学规模不大，但是国家课程落实到位，基础课程资源

丰富；学生学习基础差异较大，教师年龄偏大，教学动力不足，职业倦怠比较明

显。学校以新一轮课程改革为契机，基于核心素养和教育教学本质，以数字化教

学转型为抓手积极构建符合学生实际、面向学生未来健康发展的多元课程体系。 

（二）学生课程需求 

国家未来需要的人才发展需求： 

21 世纪是全球化深入发展、科技日新月异、社会日益多元、世界联系日益

加强的世纪，所有人才的培养有着共同的目标，即要培养自信、终身学习、实现

个体成功和社会发展共赢，以适应 21世纪新形势的发展。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 2016 年发布的《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指出：中国学

生发展核心素养主要是指学生应具备的、能够适应终身发展和社会需要的必备品

格和关键能力。 

学生的创新能力、批判性思维、公民素养、合作与交流能力、自我发展素养

和信息素养等需要通过不同课程的学习得以发展。 

学生面向未来的自身发展需求： 

学校在满足学生课程需求方面积累了一定的经验，也获得了较好的效果。学



生对于学校目前开设的课程（包括国家基础课程和校本课程）持“非常满意”或

者“比较满意的评价。以虎头鞋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类课程，以篮球为代表的体育

竞技类课程和以种植劳动为代表的生活实践类课程得到了学生、家长和教师较高

的评价。 

为了满足学生的发展需求，我校设计了拓展课、社团课、课后服务等选课需

求调查。调查内容如下： 

课程 

类别 
拓展 社团 其他 

课程 

名称 

手指

间的

中国 

工笔

国画

探究 

传统

再造 

琵

琶 

3D

建模 

科创

DIY 

3D

打印 
合唱 

手指

间的

中国 

传统

再造 

国之

粹 

光影

剧社 

跨文

化交

流 

数学

思维

拓展 

 

参与

率 
9.3% 9.5% 10.8% 3% 7.6% 5.4% 3.9% 6.9% 4.7% 4.9% 3.4% 3.9% 8.3% 8.1% 10.5% 

（三）办学理念、学校愿景、学校使命与毕业生形象 

1.办学理念 

为每一个学生的未来奠基 

2.学校愿景 

建设一所“先进理念引领、丰富课程育人、素养导向提质、办学特色鲜明”

的家门口的好学校。先进理念引领：坚持素养导向的课程理念，全面贯彻党的教

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丰富课程育人：严格落实国家课程、丰富校

本课程，把素养导向的课程理念充分细致落实到每一个学科的课程目标、课程结

构、课程内容与课程评价等，坚持课程育人；素养导向提质：聚焦核心素养的课

程建设，精简内容，优化结构，加强跨学科学习，依据学生中深发展和社会发展

需要，加强正确价值观引导，重视必备品格和关键能力培育；办学特色鲜明：进

一步丰富“尚美素养课程”内涵，加大各类特色课程、重点项目建设，形成教师

有风格，学生有专长、学校有特色的格局。 

3.学校使命 

在学校愿景的引领下，立足习近平新时代教育发展的新要求，落实立德树人，

培育新时代的初中生，学校的使命是： 

传承和发扬尚美中学的“三风”（校风、教风、学风），构建“家—校—社”

协同育人环境，落实好校园文化建设，发扬好校园文化的育人功能，以多元化、



多样态的方式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让教师爱教、善教、乐教；坚持育人为本、实践取向和终身学习的理念，自

觉反思课堂、改进教学方法和手段，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在课程中育人，形成个

人教学风格和实践智慧，怀揣教育情怀，追寻教育家精神，不断突破自我、走向

卓越。 

让学生学会做人、学会学习、学会生活；认识世界，尊重自己和他人，尊重

其所处环境，学会欣赏理解自己民族的文化和语言遗产，拥有家国情怀和国际视

野。 

4. 毕业生形象 

 

二、学校课程设计及说明 

（一）课程结构 

1. 课程类别 

义务教育初中课程包括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三类。以国家课程为

主体，奠定共同基础；以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为拓展补充，兼顾差异。 

国家课程由国务院教育行政部门统一组织开发、设置，所有学生必须按规定

修习。国家课程设置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外语、历史、地理、科学、物理、

化学、生物学、信息科技、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综合实践活动等。 

地方课程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确定开发主体，充分利用地方特色

教育资源。 

校本课程是为了创设适合学生发展的教育,基于我校学生实际需求精心设置

开发的课程。通过校本课程丰富的内容、不同的授课方式满足我校学生的求知欲

和探究欲以及个性化学习需求，原则上由学生自主选择。 

课程类别与科目设置表 

类别 科目 年级 

 

 

 

 

道德与法治 六至九年级 

语文 六至九年级 

数学 六至九年级 

外语 六至九年级 

国际视野 

强健体魄 

文理兼修 

向善向美 

家国情怀 自信豁达 

阳光 

少年 



 

 

 

国家课程 

历史 七至九年级 

地理 六至七年级 

物理 八至九年级 

化学 九年级 

生命科学 八至九年级 

科学 六至七年级 

信息技术 六年级 

体育与健康 六至九年级 

音乐 六至七年级 

美术 六至七年级 

艺术 八至九年级 

劳动技术 六至八年级 

综合实践活动 六至九年级 

地方课程 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统筹规划 

校本课程 由学校按规定设置 

2. 课时安排（学分设置）及说明 

学校开设的课程中，国家课程包括语文、数学、英语（包括外语听说）、物

理、化学（包括理化实验操作）、道德与法治、历史、跨学科案例分析、体育与

健身，地理、信息科技、科学、生命科学、音乐、美术、艺术、体育活动课、劳

动技术等。学校共设置 17 门课程，六年级周课时 27 节，七年级周课时 27 节，

八年级周课时 28节、九年级周课时 28节。各科在上海市课程标准框架内，结合

尚美中学的实际，作了适当统整，因材施教，因学施教，提升教学效果。 

  



课程设置及课时分配 
       周课时    年级   

课程  科目           
六年级 七年级 八年级 九年级 说明 

国

家 

课 

程 

语文 5 5 5 5  

数学 4 4 4 5  

外语 4 4 4 4  

道德和法治 1 1 2 2  

科学 2 3    

物理   2 2  

化学    2  

生命科学   2 1  

地理 2 2    

历史  2 2 2  

音乐 1 1    

美术 1 1    

艺术   2 2  

体育与健身 3 3 3 3  

劳动技术 2 1 2   

信息科技 2     

周课时数 27 27 28 28  

校

本

课

程 

英语听说  1 1 1 学科拓展 

名著阅读 1 1 1  学科拓展 

艺拓课 1 1    

心理健康 1   1  

体育活动 1 1 1 1  

专题教育 

班团队活动 
1 1 1 1  

社会服务、社会实践 每学年 2周  

探究型课程 2 2 2 2  

午  会  课 每天 15分钟  

广播操、眼保健操 每天 40分钟  

周课时总量 34 34 34 34  

手工创意制作是学校艺术特色建设的重点，“灵巧手工艺坊”积极践行“非

遗进校园”理念。本学年继续开创科技类拓展课，激发学生创新意识，培养学生

的创新设计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为学生搭建丰富校园生活、培养生活情趣，倡

导快乐工作、快乐学习、快乐生活的平台。尚美学生在充满艺术氛围的校园里发

现美、崇尚美、创造美、分享美，体验成功、分享成就，激活校园活力，增强集

体归属感。 

本学年，根据学校实际情况，继续开展《手指间的中国》《传统再造》等艺



术拓展类课程以及《3D 建模》等科创类拓展课，全方位满足学生的成长需求，

提升综合素养。 

学校每日作息时间安排表 

上    午 

第 1节  8:00 —  8:40 

第 2节  8:50 —  9:30 

大课间（眼保健操）9:30 —  10:00 

第 3节 10:00 —  10:40 

第 4节  10:50 — 11:30 

午餐     11:30 — 12:00 

下    午 

午休     12:00 — 12:50 

第 5节  13:00 — 13:40 

第 6节  13:50— 14:30 

课间（眼保健操） 14:40 — 14:45 

第7节  14:45 — 15:25 

课后辅导 15:30 — 17:30 

 

三、课程实施与评价 

（一）国家课程实施 

1. 学科课程实施 

根据国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以及《义务教育课程标准（2022

年版）》拟定《尚美中学学科课程方案》。将课程目标分解到册次—单元—课时中，

并精心设计学科知识网络图和教案，让课标落地，让核心素养落地，让各学科课

程标准的指导思想转化为教师的教学实践。 

依据《学科课程方案》实施课堂教学。在各类课程的课堂教学中，以“活力

课堂”为抓手，凸显教师的主导作用和“以学生为中心”的学生主体作用。通过

“激趣—导思—群议—提炼”四个教学环节，先学后教、先思后议、先练后导，

培养学生主动学习、合作探究、整合架构等能力。 



开足、开齐国家课程，不挤占、不调整，不延长学生在校时间，不加大学生

作业量。利用地方及校本课程对部分学科进行补充与延伸。 

2. 劳动课程实施 

坚持立德树人，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劳动教育纳入学校

教育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相融合，

紧密结合学生生活实际，积极探索具有我校特色的劳动教育体系，注重教育实效，

实现知行合一，促进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 

学校规定在 6--8 年级开设“劳动技术课”，在劳动技术教育和社会实践劳

动中既要利用传统技术培养学生的基本素质，又要使学生掌握一定的高新科技知

识，具有科技意识和创新精神，更好地完成劳动技术教育的教学任务。 

每周一次的集体劳动安排在周五中午，排进了课表，纳入了日常教育教学管

理。学生的劳动包括学校的门口值岗、校内巡逻、食堂志愿岗、校园及周边环境

的清洁等。 

学校积极统筹和利用好社会、家庭和学校的现有资源，开展个性化的劳动周

活动，在天恩桥村为每班种一棵树，学生定期进行维护，学校空中花园也为学生

提供了一方劳动天地。 

3.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 

每学期累计 2周时间开展劳动社会实践活动。学校以研学实践和素质教育社

会实践为抓手，利用科技艺术节和学科节的契机，开展 6 至 9年级不同主题的丰

富的实践活动。 

研学实践 综合实践 主题实践 

六年级 红色研学 

七年级 绿色研学 

八年级 古色研学 

九年级 科技研学  

上善实践英 

消防实训 

职业体验等 

心理活动月 

爱心义卖月 

组织学生前往青浦区教育实践中心、青安消防队、青浦职校等开展“上善实

践营”综合实践活动、消防实训、职业体验活动等，设计并开展“心理活动月”

等主题教育活动，以“启迪心智 润泽心灵”。多彩的活动拓展了学生的视野，

增长了见识，锤炼了本领，磨练了品质。 



（二）校本课程开发 

目前，校本课程分为拓展课程和社团课程两类，主要在六、七年级实施。 

在落实国家课程的基础上，为满足学生个性需要和学校发展需要，六七年级 

学生根据学校提供的校本课程进行选修，选修课程学生可以选择 2~3个，并进行

优先级排序，校本课程执教教师根据课程特色及课程需要拟定入选学生人数，进

行双向选择。六七年级校本课程实行走班制，每周一第八节和每周五第七节、第

八节开展拓展课程和社团课程，每周 3课时。 

 

（三）课后服务 

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围绕教育

综合改革的总体目标和任务,深入实施素质教育,以“学校用心、教师贴心、学生

开心、家长放心”为工作目标，强化学校教育主阵地作用，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健康成长，缓解家长不能按时接送孩子放学的实际困难。根

据“家长自愿，校内实施，有效监管，愿留尽留”的原则，学校承担学生课后服

务的社会责任，建立健全课后服务各项制度，确保学生安全。 

1. 课后服务时间 

周一至周四： 15:30～16:30；16:30～17:30；17:30～18:00 

周五：放学～16:50 

2. 课后服务内容 

全面开展校内课后看护服务工作，在看护基础上结合学校实际情况稳慎推进

后续工作，视情况逐步推出如下服务内容： 

★预备、初一年级开展艺术拓展课、“一条龙”篮球专项训练、社团活动等 

★八年级进行学生夯实基础辅导、“灵巧手工艺坊”提升班活动、社团活动 

等 

★九年级开展分层辅导活动等 

（四）课程评价 

教师改进课程方案 教导处审核通过 

纳入校本课程 

教师自主申请 

提交课程方案 学生选课 

课程评价： 

教师评价学生 

学生评价课程 

教师确认 



1. 学习评价 

◉ 国家课程的学习评价。依据《义务教育质量评价指南》，国家课程以过程

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展开。过程性评价重点关注学生的学习态度与

学习发展。结果性评价重点考查学生综合运用知识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 校本课程的学习评价。学校制订了“尚美阳光少年”素养发展评价指标体

系，并将评价指标描述为可观察、可评估的行为表现，进而研发相应的“表现框

架”。以表现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相结合的方式展开，以形成性评价为主要方式，

通过自评、互评、师评等多主体评价，全面评定学生的学习表现。 

2. 教学评价 

通过诊断听课、课堂教学文本资料（学期或模块课程纲要、单元或课时学历

案、单元或课时作业等）、教师自评、教师互评、学生座谈、学生问卷等多种方

式对教师课程实施情况进行评价。围绕学与教两个学习共同体的建设，聚焦深度

学习，运用“K-W-L”学习策略，开展诊断与评价。 

3. 课程方案评价 

成立课程评价组。课程评价组分为两个小组，一由德育室统辖，负责从立德

树人角度评价课程；一由教导处、科研室统辖，从教师专业发展、课堂管理角度

评价课程。教学管理部门采取听课诊断、问卷调查、学生评议等形式，加强过程

管理；实施后，从目标、内容、实施、评价和价值五个维度对优秀课程予以绩效

奖励。 

4. 项目化学习评价  

以开放性、交互式、过程性、促进性为基本原则，通过观察、访谈、学生自

我陈述或学习日志等方式对学生学习效果、学习过程、综合能力发展以及情感个

性因素进行全面评价。     

四、保障措施 

（一）组织保障 

为保障学校课程规划的有效落实，提升学校课程建设的规范性与民主化水平，

加强课程领导力，成立课程领导小组、课程审议小组、课程咨询小组、课程管理

小组、学分认定小组、学生选课指导中心等组织机构，从而对学校课程建设的规

划、实施、监察、开发等工作进行统筹管理。 



学校课程领导小组 

主任：秦剑钧     副主任：陈凯、施臻 

成员：徐莲、王淑娟、张蕊、教研组长 

（二）制度保障 

为切实加强课程领导，确保学校课程规划扎实有效地得以落实，学校不断强

化制度建设。积极推进双新背景下的课程实施、管理与评价等各项制度的修订，

主要包括:《尚美中学各学科课程实施方案》、《尚美中学各学科课程评价制度》、

《尚美中学校本课程实施方案》、《尚美中学校本课程评价制度》等。通过这些制

度的修订与执行，确保学校课程体系的有效运转。学校在课程实施中，逐步完善

针对行政班和教学班的管理制度，推进导师制并不断加以完善，统筹教师调度、

班级编排、学生管理、教学设施配套等资源和条件，为走班教学课堂有效性提供

有力的保障。 

（三）资源保障 

(1)整合教育资源，依托优质资源，积极开展青浦一中基础教育集团课程一

体化建设的研究，形成资源共享、课程共建和人才共育的机制。 

(2)探索教学环境一体化建设。在原有的创新实验室的基础上，积极建设学

科教室，探索教学环境和设施设备的应用贯通，集合并完善传统教室、实验室、

活动教室等多元功能，增加学生深度体验、自主探究、个性化学习的可能性。此

外用多元化的环境因素，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和积极性，为知识的积累、实践探

索、个性探究、团组协作，提供资源的支持和保障。 

(3) 持续推进在线课程学习平台的应用，探索线上线下融合的学习模式，形

成适应新课程新教材实施的环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