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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课标老师怎么做

老师：转变观念，把
“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落实到教学中

郑州外国语学校高二语文组
组长张沙宾老师认为，此次修订，
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和革
命传统教育成为课标修订重点，
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增至 72篇。
这也是对党的十九大进一步强调
的“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的根本
任务”精神的落实。

“面对这些变化，我们该怎么
办？”张沙宾老师在自问，在思考。

她说，面对新的课程方案和
课程标准，老师们要转变观念，真
正地把“发展学生核心素养”落实
到教学学习中。

在语文教学中，要加强传统文
化作品的赏读，尤其是文言文的学
习。在高中阶段，学习文言文不能
仅仅停留在文言知识点的积累总
结方面，还要注重引导学生对文章
内容的品读和思想主旨的感悟，使
学生从这些作品中汲取更多的营
养，从而走出学生学习文言文“枯
燥乏味”“怕学”的误区。

■面对新课标学生怎么做

学生要改变快餐式阅
读方式，提高背诵能力

注重阅读，尤其是中华优秀传
统文化作品的阅读。消除“阅读见
效慢甚至无用”的功利化思想，改
变“只读快餐式、无营养书籍”的做
法。除了课程方案里推荐的作品，
教师也可结合学生的实际情况，给
学生推荐范围更广的优秀作品，避
免学生读书时盲目、无所适从。当
然，这就要求教师必须先做到注重
阅读、广泛阅读。

张老师说，新课标对学生的
背诵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高中
阶段是学生记忆的黄金时期。”张
老师建议，要运用多种方式鼓励
甚至“逼”学生多背、多积累。只
有背得多、积累得多，才可能融会
贯通，才可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
运用得游刃有余。

高一新生今秋使用新课标
本报梳理六大新变化
老师如何教？学生如何学？看看郑州名师怎么说

教育部近日颁布实施新修订的普通高中课程方
案和课程标准，从2003年开始使用的普通高中课程
方案和课程标准实验稿在使用了 15年后进行修
订。从2018年秋季的新高一开始，都将使用新修订
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而河南省也将从
2018年秋季入学的普通高中一年级学生开始启动
高考综合改革。新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有哪些变
化，记者进行了梳理。 郑报融媒记者 张勤

高中古诗文背诵推荐
篇目增至72篇

据了解，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教育是这次课标修订的重点之一，各
学科结合自身特点，丰富充实相关内
容。其中，语文课标最突出，中华优
秀传统文化方面的内容贯穿必修、选
择性必修和选修各个部分。

在“课内外读物建议”部分，除保
留原有《论语》《孟子》《庄子》外，增加
了《老子》《史记》等文化经典著作，要
求学生广泛阅读各类古诗文，覆盖先
秦到清末各个时期。

明确规定“课内阅读篇目中，中
国古代优秀作品应占1/2”。

在全面加强的同时，还设置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学习专题，进行中华传
统文化经典作品深入学习研讨，将原
标准“诵读篇目的建议”改为“古诗文
背诵推荐篇目”，推荐篇目数量也从
14篇（首）增加到 72篇（首），提高了
学习要求。

此外，美术、音乐、体育与健康、数
学等课标都增加了有关传统文化教育
内容。如美术课标增设“中国书画”，
内容涉及中国传统绘画、书法、篆刻等
经典作品欣赏及传统画论，促进学生
坚守中国文化立场，增强文化自信。

1变化

进一步明确普通高中
教育的定位

据了解，针对长期以来存在的片
面追求升学率的倾向，新的课程方案
进一步明确了普通高中教育的定位。

普通高中教育是在义务教育基础
上进一步提高国民素质、面向大众的
基础教育，不只是为升大学做准备，还
要为学生适应社会生活和职业发展做
准备，为学生的终身发展奠定基础。

2变化

发展方向不同，学生有
选择课程的机会

新的课程方案进一步优化了课
程结构。考虑到高中学生多样化的
学习需求及升学考试要求，在保证共
同基础的前提下，适当增加了课程的
选择性，为不同发展方向的学生提供
有选择的课程。

规定学生所有科目都要学，达到
教学基本要求；有特定学科潜力和发展
需求的学生在相关科目上可以多学些、
学得深些，做到发挥特长、因材施教。

3变化

新修订的高中课标，在各学科增加了“学
业质量”部分，明确学生完成本学科学习内容
后，学科核心素养应达到的等级水平，提出了
“学业质量”标准。

“学业质量”是对学生多方面发展状况的

综合衡量，明确了新的质量观，改变过去单纯
看知识、技能的掌握程度。

“学业质量”标准把“学业质量”划分为不
同水平，帮助教师更好地把握教学要求，因材
施教，更加关注育人目标的有效落实。

新课标补充“学业质量”要求4变化

从 2014年教育部正式启动对 2003年印
发的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稿修订工作以
来，经过学科专家、教育专家和富有教学实
践经验的高中校长、教师、教研员 260余人
的努力，普通高中语文等 14门学科课标浮
出水面。

据了解，这次修订，各学科凝练提出了本
学科的核心素养，明确了学生学习该学科课
程后应形成的正确价值观念、必备品格和关
键能力。

有专家认为，提出各学科核心素养，是一

个学习方式的变革，跟过去某个知识点有多
少个知识点、知识点难度在什么地方不一样，
更重要的是考虑这个学科为学生未来必备的
正确价值观，必备品格、关键能力能够作什么
贡献。

同时，围绕学科核心素养的落实，精选、
重组教学内容，设计教学活动，提出考试评价
的建议，目的是切实引导各学科教学在传授
学科知识过程中，更加关注学科思想、思维方
式等，克服重教书轻育人的倾向，把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落到实处。

凝练出学科核心素养

根据新修订的课程方案，将课程类别
调整为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课程和选修
课程。这三方面内容与高中学业水平考
试、统一高考相关要求以及学生兴趣特
长发展需要相适应。既保证了基础性，
又兼顾了选择性。其中必修课程面向全

体学生全面发展，全修全考；选择性必修
课程，促进学生个性发展和满足升学考试
需要，选修选考；选修课程强调促进学生
个性发展和形成学校办学特色，由学生自
主选择修习，为学生就业和高校招生录取
提供参考。

课程类别有调整6变化

5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