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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养目标

剑桥课程以提升学生综合素质、核心素养及终身学习能力为培养目标，并且与学校

一起培养剑桥学习者，他们自信、负责、反思、创新和敬业，为在现代社会取得成

功做好了准备。

中国国家课程培养目标之一具有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科学和人文素养以及

环境意识；具有适应终身学习的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方法，成为有理想、有道德、

有文化、有纪律的一代新人。



一、培养目标

本校的育人目标：打造一所以培养学生能力为导向的面向未来的学校。

基于此，我们设计了本校人文课程的总体育人目标：以人为本，通过多样化的主题活动以及多元化的

文本阅读、思辨和表达训练，使学生具备系统化的知识、学科技能与正确的价值观，并能运用人文社

会科学领域的核心概念进行独立思考、判断与表达，最终获得心智的解放与成长，塑造完善的人格，

成为脚踏实地、胸怀天下、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



二、教学教研方法

 核心理念：融贯中西，以学生为中心，依据多元
智能理论开展全人教育。

 教学方法：小组讨论，主题探究，调查问卷、课
本剧、跨学科项目式学习。

 教学研究制度：同年级同学科教师集体备课；同
学科不同年级教师衔接交流；同年级不同学科教
师跨学科探讨。



二、教学教研方法

学科教研活动

每学期听课学习 学科素养培训 总部培训



二、教学教研方法

学科教研活动

IGCSE课程学习交流会议 探究式教学经验分享 人文组私董会



三、课程设置

课程框架与类别

中国人文课程

小学

道德与法治

社会科学

初中

地理

道德与法治

历史

高中

历史
A-level History/

AP 美国史/IB 课程

地理
IGCSE Geography/

A-level Geography/AP人文地理

政治 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心理学

借鉴/融合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科目安排

 课程融合主要在人文科目：

 在教学内容、教学形式以及评估体系

这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融合创新尝试。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一）教学形式和评价方式的创新与融合

 课题：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中国

 小组以对话采访或新闻联播的方式展示成果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历史复习游戏设计

 评价标准

✓ 识别历史图表的能力（信息提取）

✓ 辨别历史人物，了解人物背景的能力（图像识别）

✓ 会对历史事件进行认识与评价（分析与解读）

✓ 了解历史的时序（时空观念）

✓ 陈述历史，语言表达能力（思辨与表达）

✓ 小组合作与沟通能力（社会交往）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二）教学内容与教学语言的融合与创新

 课程和作业的双语融合：

 精选主题性的英文历史阅读材料，结合国际课程对

历史问题分析能力的要求以及国家课程中重点知识

的理解与运用，设计中西语言表达和内容结合的英

文作业，锻炼学生的英语材料阅读能力和问题分析

能力。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三）构建跨学科跨语言融合课程

高中人文教学案例

中国近现代史与中国政治学中核心概念“中国梦” 与美

国历史与政治的核心主题“美国梦”之比较。

通过深入教研和有效的教学设计，将历史知识、政

治知识、时事探讨与中西比较视野熔于一炉，构建多

维度多素养的课程。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四）教学主题借鉴国际课程的内容

 教学内容的融合：深度整合中西课程标准、知
识与技能

 中国国家课程地理学科与IGCSE地理学科对应融
合的章节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教学案例：《如何看待农民工现象》

 学习方法的融合（跨学科）：人文地理学基础知识

与社会学研究方法---问卷调查法

（四）教学主题借鉴国际课程的内容



四、课程实施与评价

学生评价制度

 过程性评价：此评价贯穿于教学过程，较多用于学生主题式探究活动。

 学科评估：

 评价标准由学生的课堂参与程度、努力程度、作业成绩和课堂小测构成

 总结性评价：

 阶段性总结性评价分为期中和期末测试，结合IGCSE Syllabus和不同内容性质生成了我校人文课程的评价标准。



五、其他相关辅助支持

社会活动：湖南凤凰乡村启智公益项目

公众号：寰宇人文社

竞赛活动

 校级党史知识竞赛或在线知识竞赛

 人文主题类活动

 世界地理学术挑战赛



六、反思

 课程的融合与创新是教育发展的必由之路。

 课程融合并非是对课程内容和资源要素的简单组合，而是要基于学习者的真实学习需求和体验，

深入研究不同课程的标准与体系后再进行有效融合。

 努力方向：

课程内容的融合（Content）

学习方法和教学方法的融合（Method）

评估体系的融合（Assessment）

完整学习模式（包含问题-探究-行动-反思）的融合（Learning Circle）



感谢大家的聆听

欢迎大家交流与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