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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普高课程为核心实现多元化升学

基于过往实践的一种尝试



南师大苏州实验学校

 南京师范大学直接参与办学和管理的一所寄宿
制学校

 高质量、有特色、现代化的苏州一流、江苏著
名的窗口学校

 剑桥课程中心

 成立于2019年

 一年制IGCSE + 两年制A-level课程

 以英国方向升学为主

 约有50%左右的毕业生被G5集团大学所录取

 100%的学生升读QS世界排名前100的大学



与体制内教育相关的一些实践

 初高中学生国际化竞赛的培训辅导

 初中部的国际理解课程

 普高学生申请剑桥大学的辅导

 普高学生国外院校的升学指导

 与普高相关教研组的联合教研活动



培养目标

 普通高中课程培养目标：在义务教育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
学生综合素质，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使学生成为有理想、
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

 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

 具有科学文化素养和终身学习能力

 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

 在普通高中培养目标的基础之上，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国际视野
与综合能力，为党和国家培养了解中国国情且具备跨文化沟通
能力的民族人才。

 思辨能力及全球视野

我们期待学生养成独立思考的能力与批判性思维，在全球
化的大背景之下，通过甄别与判断获取和处理有价值的信息，
并且能以多价值维度审视问题，深刻理解国家与世界的联系。



课程框架

学术课程分为四个模块，分别为 ：

• 语言与沟通：语文、英语（或 IG ESL）、演讲与表达

• 科学与数学：数学（含高等数学）、物理、化学、生
物、计算机科学

• 思维与视野：全球视野、经济学、心理学、文学评论

• 信念与社会责任：历史、思政、地理、非遗文化



高三阶段的两种路径

 高三阶段（非高考路径） ：
 信念与社会责任模块：所有课程必修

 科学与数学模块：数学与计算机科学必修，其余学科选修

 思维与视野模块：全球视野、文学评论为必修，经济学、
心理学为选修

 语言与沟通模块：英语、演讲与表达为必修，语文由文学
评论课代替

 高三阶段（高考路径）：

 信念与社会责任模块所有课程必修

 语言与沟通模块：语文与英语必修，演讲与表达不开设

 科学与数学模块：数学为必修，其余学科选修；

 思维与视野模块：全球视野必修



升学路径

 高考路径学生

 以高考成绩升读国内高校

 以高考成绩升读香港、澳门地区高校

 以高考成绩升读海外院校

 以平时成绩申请海外院校

 以A-level成绩申请海外院校（理科学科）

 非高考路径

 以平时成绩申请海外院校

 以A-level成绩申请海外院校



普高录取的一些成果



实践中的技术性问题

 升学中遇到的困难

 语言成绩

 家校沟通

 A-level考试安排

 课程实施中的困难

 行政班级的设立

 教师团队的组建

 高考指挥棒的影响



融合的究竟是什么？

基于实践的反思 1



以下这些因素是我们建立普高课程为核心并借鉴剑桥课程元素的主要原因:

 教育自信与文化自信

 新课改在理念上与西方教育理念的契合

 高中课程内容上的需求与剑桥课程的灵活性、科学性与系统性

 家长群体对课程及升学的多元化需求

以国家课程为核心的融合课程：原因



传统中国式教育

教育模式 应试教育

Educational Model Exam-Oriented Education

教育目标 知识传授

Aim of Education Knowledge Transmission

教学内容 学科为中心，内容繁难偏旧

Educational Content
Subject-centred curriculum that is difficult, complex, biased and 
outdated

教学方法 以听从讲授和死记硬背为特点的被动学习

Pedagogy Passive learning through a didactic approach and rote-learning

教育评价 基于筛选的总结性评价

Assessment Summative with a focus on screening and selection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教育模式 素质教育

Educational Model Quality-Oriented Education

教育目标 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Aim of Education Cultivation of positive learning attitudes

教学内容 以学习者为中心，综合多样的课程，聚焦学生的兴趣与学习体验

Educational Content
Learner-centred, integrated and diverse curriculum that focuses on students’ 
learning interests and experiences

教学方法 倡导自主、合作、探究的学习方式

Pedagogy
Active learning through activities that promote students’ autonomy, 
inquiry and cooperation

教育评价 形成性评价，强调评价是为了改进教学、促进发展

Assessment Formative with a focus on student development



课程实施：鼓励自主、合作、探究

 新课改强调变“要学生学”为“学生要学”（From 
Subject-centred to Learner-centred)

 自主合作的学习（autonomous learning and 
cooperative learning)

 基于情境的教学（scenario-based teaching）

 基于问题的教学（question-style teaching)

双板双导：将学生分为4-6人的小组，每个小组发
给一块30cm x 40cm的白板，通过6步进行教学：

1: 设定目标 Setting of goal 

2: 独立学习 Independent learning 

3: 合作探究 Cooperative inquiry 

4: 展示成果 Presentation of findings 

5: 同伴互评 Peer appraisal

6: 总结反思 Checking and reflection 



教学内容上的现实需求

 新教改强调改变过去“繁难偏旧”的教学内容，要求
复合学生发展规律和社会对人才的要求、贴近学生的
日常生活：

 校本课程（school-based curriculum)

 综合实践活动（integrated practical activity）

如：《鸡尾酒制作》《财务管理》《中西文化鉴赏》

 但在实践中会出现以下问题：

 课程设计难度大

 课程缺乏科学性与系统性

 基于教师的兴趣与能力，难以复制并持续开展

剑桥课程内容丰富、设置灵活，具备科学性与
系统性，可以很好的满足高中课程在教学内容
上的需求。



以下这些因素是我们建立普高课程为核心并借鉴剑桥课程元素的主要原因:

 教育自信与文化自信

 新课改在理念上与西方教育理念的契合

 高中课程内容上的需求与剑桥课程的灵活性、科学性与系统性

 家长群体对课程及升学的多元化需求

以国家课程为核心的融合课程：原因



源自传统文化的挑战

基于实践的反思 2



凡学之道，严师为难。

师严然后道尊，道尊然后民知敬学。

-- 《学记》



源自传统文化的挑战 1 ---- 尊师重道

 自古以来，大多数中国人认为知识是

 固定的（fixed）

 本质化的（essentialized）

 客观的（objective）

 而教师在教育中所扮演的角色被认为是

 内容专家（content expert）

 知识的传递者（knowledge transmitter）

 道德榜样和导师（role model and moral
guide）

学生需要接受知识的传授，认真听讲，尊重老师
与权威，掌握外部客观知识

 在建构主义的教育观中，知识是

 流动的（fluid）

 建构的（constructive）

 主观的（subjective）

 教师的角色是

 引导者（facilitator）

 协助者（mentor）

 学习者（learner）

 学生需要与老师共同探索知识，完成学习任务，
主动构建自己的主观知识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读书长堂上，唯愿勤自勉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

---- 颜真卿、白居易、瞿秋白



源自传统文化的挑战 2 ---- 注重基础知识与重复练习

 大多数中国人认为以下的学习原则是重要的：

 学生需要通过广泛的重复练习才能够理解概念

 基础知识的积累是重要的，重复练习是巩固基础知识的重要途径

 学生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知识与完善的知识结构，才能够从事创造性的学习活动



源自传统文化的挑战 3 ---- 对总结性、高风险考试的偏好

 总结性考试与可量化的结果被认为是检验教学成果的重要标准

 以筛选为目的的总结性、高风险考试被认为是公平与透明的

 学生也偏爱学习与考试相关的内容，如果教学与考试内容不相关，则学生学习动力不强

 教育主管部门与家长群体也通常以考试成绩衡量一所学校的质量



双语教师队伍的建设

基于实践的反思 3



双语教师队伍的需求与现状

体制内教育需要优秀的双语教师

 双语教师是公办教育体系借鉴国际化教育与办学经验的重要桥梁

 基础教育改革方案的落地需要一大批具有国际视野和跨文化理解能力的中国教师

 中国基础教育对外开放，展示教育与文化软实力，也需要通过双语教师实现

 双语环境有利于学生的认知发展，学生学业表现与社会情感发展更优

当前双语教师培养的困境

 非英语学科普遍双语基础薄弱

 学校资源投入不足或偏向于聘请外教

 教师专业发展的个性化、多元化需求很难得到满足

 双语教师职业发展路径不足够清晰



双语教师队伍的培养

在岗教师的培训

 以国际理解教育工作为抓手，对负责相关工作
的教师提供资源支持

 市、区两级教育主管部门开展国际化教育的交
流与培训

 以高等院校为培训基地，为在岗教师提供国际
化教育的专业发展机会（e.g. 南京师范大学教
师培训中心）

新双语教师的培养

 设立海外直通车，为有志从事教育行业的优秀
年轻人提供信息与渠道

 为各专业背景特别是STEM专业的毕业生提供教
育相关的基础岗前培训

 通过剑桥国际等教育组织，与各个学校链接，
为新教师找到合适职业起点

 入职后衔接在岗教师培训，持续助力双语教师
的发展



Thank you

Any questio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