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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作综述 

   蹄疾步稳，为高质量教育增智赋能     

 

   建设亮点 

      

 

 

        

   近期资讯 

全国学者共话“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坛顺利召开 

服务国之大者，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主持《关于<省级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编制建议》 

课程所4项课题分获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 

杨晓哲副教授关于虚拟现实的研究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高德胜教授教育伦理研究获批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A类） 

雷浩研究员团队文章入选ESI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举办《中东地区的影子教育：课外补习及其政策启示》新书发布会 

前沿分享，国际课堂分析系列网络研讨会逐步打开课堂“黑箱” 

创智共享，安桂清教授出席国内外学术活动 

人才辈出，34位硕、博士学位申请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期待再会，课程所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结束  

 课程所被《人民日报》点赞：推进中国特色的学术与实践创新 

 专家团队受邀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国家级示范培训作专题报告 

 安桂清、高德胜、崔允漷教授领衔的3项成果荣获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 



喜迎新生，课程所新生见面会顺利召开 

引领实践，助力区域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重大项目进展 

  “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持续产出   

 

   重要成果推介  

  政策解读，出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解读》《新方案• 新课标• 新征程》著作 

  联结专业与公益，出版《课程与梦想：“真爱梦想杯”校本课程设计大赛作品精选》 

  “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丛书新著《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研究》正式出版 

  雷浩研究员新著《课程政策的监测与评估研究——基于系统实施忠实度的视角》正式出版 

  杨晓哲副教授新著《虚拟现实》正式出版 

  安桂清教授发表S刊论文，探讨课例研究作为推动区域教育变革工具的实际路径及其影响 

  雷浩研究员团队发表多篇S刊论文，聚焦我国师生关系功能及学生学业成就的形成机制 

  《人民政协报》专栏刊发崔允漷教授文章：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两大突破” 

  陈霜叶、崔允漷等专家提交的2份咨政报告获省部级以上相关部门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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砥            砺奋进，春华秋实。在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课程所始终秉

持“为课程，为学生，为未来”的信念，坚定

教育自信，在改革中前行、在创新中突破，全

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奋力书写教育高质

量发展的时代篇章，被《人民日报》点赞：

“推进中国特色的学术与实践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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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沿成果 层出不穷 

    课程所坚持做有责任的学术研究，不断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本季

度，“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持续产出。专家团队出版

了《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解读》《新方案• 新课标• 新征程——义务教育课

程方案和课程标准（2022年版）研读》著作。《课程与梦想：“真爱梦想杯”校本课程

设计大赛作品精选》正式出版，助力中国学校课程领导力提升。“核心素养与课程发

展”丛书新著《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研究》正式出版。雷浩、杨晓哲两位老师的专

著《课程政策的监测与评估研究——基于系统实施忠实度的视角》、《虚拟现实》正式

出版。安桂清教授发表S刊论文探讨课例研究作为推动区域教育变革工具的实际路径及

其影响。雷浩研究员团队聚焦师生关系及学生学业成就，发表多篇S刊论文。陈霜叶、

崔允漷等专家提交的2份咨政报告获省部级以上相关部门采纳。 

      

   所本教研 迭创佳绩   

课程所持续优化项目过程管理，整合团队研究力量，充分论证、集思广益，积极探

索新形势下各类课程与教学新议题的深度研究。本季度所本教研成效显著，安桂清、高

德胜、崔允漷教授领衔的3项成果分别荣获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4

项课题成功获得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杨晓哲副教授关于

虚拟现实的研究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一般项目。高德胜教授关于教育

伦理的研究获批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A类）。雷浩

研究员团队文章入选ESI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铸魂育人 孜孜不倦  

课程所坚持立德树人，把服务国家作为最高追求，把学科建设作为发展根基，不忘

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和使命。本季度，专家团队受邀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

标准国家级示范培训作专题报告，报告点赞数已达42万，获得全国教师高度评价。崔允

漷教授领衔团队主持《关于<省级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编制建议》。《人民政协报》

第10版专栏刊发了崔允漷教授的《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两大突破”》一文。课程所与

广州市天河区、成都温江区等基层学校及区域开展深度合作，通过研修课程培养近300

工作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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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亮点 

多位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业领导者，不断促进国家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政策更好地在实践

中落地。课程所辈出卓越人才，34位硕、博士学位申请人顺利通过学位论文答辩，2022

级新生见面会顺利召开，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结束。 

  

     交流互鉴 自信自强  

    课程所坚持交流互鉴，推进学术话语的大众传播，构建融通中外开放自信的课程话

语体系。本季度，全国学者共话“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理论与实践”，第四届全国

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坛顺利召开，吸引了人民日报、东方教育时报、新闻晨报等多家

媒体纷纷报道。国际课堂分析系列网络研讨会特邀复旦大学秦文娟博士、美国教育考试

服务中心姜扬博士作主题报告，逐步打开课堂“黑箱”。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举办

《中东地区的影子教育：课外补习及其政策启示》新书发布会。安桂清教授受邀出席多

个国内外学术活动并作主旨报告。  

（一）课程所被《人民日报》点赞：推进中国特色的学术与实践创新  

7月7日，《人民日报》04版《努力使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

林——党的十八大以来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成就综述》一文，赞誉“近年来，作为教

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围绕我国基础教育课程领

域的重点难点问题开展研究，推进中国特色的学术与实践创新。”课程所秉持“国际视

野、专业发展和团队服务”的发展理念以及“为课程，为学生，为未来”的专业信念，

将持续大力寻求中国特色的课程学术与实践创新，建构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课程话

语，推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中国经验，世界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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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报告人 报告主题 

1 

崔允漷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组组长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副组长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指导组专家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解读 

2 
杨向东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指导组专家 
素养导向的学业质量与考试评价 

3 

吴刚平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专家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组专家 

如何理解课程内容结构化 

4 
胡惠闵 

义务教育课程修订综合组专家 
如何立足课程教学做好幼小衔接 

5 
王  涛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组专家（秘书） 
核心素养有哪些国际新趋势 

    课程所崔允漷、杨向东、吴刚平、胡惠闵、王涛等专家受教育部邀请为全国1100万

教师作“2022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国家级示范培训·通识”专题报告，为

我国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的顶层设计不断贡献智慧和力量，彰显智库担当。

该培训课程一经上线点赞数已近42万，获得全国教师高度认可。  

（二）专家团队受邀在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 

          国家级示范培训作专题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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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申报成果名称 成果主要完成人 获奖等级 

1 
培养学生综合素质：跨学科课程的校本化实

践探索 

安桂清 崔允漷 吴刚平 

胡惠闵 肖思汉 陈  蕾 
特等 

2 
以学习活动为核心的小学《道德与法治》教

学研究 

高德胜 章  乐 唐  燕  

石雨晨 季晓军 徐  蕾 
一等 

3 
突破新课程实施的关键环节：“新教案”的

建构与实践 

崔允漷 周文叶 王少非 

雷  浩 杨澄宇 卢  明 
一等 

为推动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新发展，助力全

国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理论创新和学术引领，8

月20-21日，在全国课程学术委员会指导下，教育部

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

究所主办了以“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理论与实

践”为主题的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

坛。论坛特邀全国60多位青年学者分享真知灼见，

并邀请到10多位学界资深专家作大会主旨报告和点

评，为推进新时代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建设提供

集体智慧与洞见，吸引了人民日报、东方教育时

报、新闻晨报等多家媒体纷纷报道。 

 近期资讯 

（一）全国学者共话“中小学高质量课程教材的理论与实践” 

          ——第四届全国课程与教学青年学术论坛顺利召开 

（三）安桂清、高德胜、崔允漷教授领衔的3项成果 

          荣获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一等奖 

9月底，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正式公示了2022年度上海市基础教育教学成果项目名

单。华东师范大学共有多项成果荣列榜单，其中，课程所安桂清、高德胜、崔允漷3位

教授领衔的成果分别摘获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课程所已连续三届在上海市基础教

育教学成果奖评选中获特等奖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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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积极参与义务教育课程修订工作，圆满完成了工作任务，教育

部特发函证明崔允漷教授“为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世界水准的义务教课程体系作出了贡

献”。本季度，为落实《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关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科

学制定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的要求，受教育部教材局委

托，崔允漷教授领衔主持《关于<省级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编制建议》，吴刚平教授

和雷浩研究员作为核心成员参与该工作。崔允漷教授代表项目组为全国各省（直辖市、

自治区）基础教育处处长作解读培训。  

（二）服务“国之大者”，崔允漷教授领衔团队主持 

         《关于<省级义务教育课程实施办法>编制建议》 

    8月8日，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领导小组办公室正式公布2022年度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

课题立项名单。此次华东师范大学共计19个项目获得立项。课程所吴刚平、雷浩、王小

明、杨晓哲4位教师申报的项目获得立项，其中国家重点项目1个、国家一般项目3个。  

（三）课程所4项课题分获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课题 

           重点项目、一般项目立项 

序号 申报人姓名 课题类别 课题名称 

1 吴刚平 国家重点 中小学地方课程教材定位与功能研究 

2 雷  浩 国家一般 教师使用国家统编教材过程的监测研究 

3 王小明 国家一般 教科书认知负荷指数的编制研究 

4 杨晓哲 国家一般 中小学课堂智能分析的标准建构与应用研究 

    9月底，教育部公布了2022年度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名单，全国

共有101个项目通过评审，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有2个项目获得立项，课程所国际课堂分

析实验室执行主任杨晓哲副教授申报的《虚拟现实对学生创造力影响的机制研究》成功

（四）杨晓哲副教授关于虚拟现实的研究 

          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项目 



获批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后期资助一般项目。本研究的

主要内容包含以下三个方面：（1）本研究探究创造力研究

的发展历程及其重要价值。（2）本研究深入分析了虚拟环

境对创造力的综合影响。（3）本研究探索了虚拟环境中的

脑电波反馈对创造力的影响及其机制诠释。本研究属于教育

学、心理学、计算机科学三个领域的交叉，探究创造力的影

响机制。    

（五）高德胜教授关于教育伦理的研究获批华东师范大学 

          2022年度人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A类） 

    高德胜教授申报的《教育生活的伦理与哲学思考》，

经专家委员会评审，已被批准为华东师范大学2022年度人

文社会科学精品力作培育项目（A类）。该项目探索对教育

生活进行伦理与哲学反思的可能，从宏观上思考了当今教

育的时代遭遇，以分析哲学研究方法对教育目标的德性、

能力与权利等构成维度进行分析，对教育惩戒、学生负

担、家长教育等教育实践热点问题进行了创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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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浩、崔允漷、周文叶三位老师于2018年3月在SSCI期刊《Social Behavior & Person-

ali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上发表了题为“Relationships between Student Engagement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A Meta-Analysis”的论文。根据Essential Science Indicators(简

称ESI)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5/6月，该论文被引用频次达到144次，受到引用的次数已

进入本学术领域中最优秀的前1%之列，入选为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ESI

高引论文不仅是国际学术界各学科领域学术研究的领跑者，更是已成为国内外相关机

构对学校及学科排名的关键指标。 

（六）雷浩研究员团队文章入选ESI高被引论文（Highly Cited Paper） 



（七）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举办 

         《中东地区的影子教育：课外补习及其政策启示》新书发布会 

    由华东师大课程所国际校外教

育研究中心主任马克·贝磊（Mark 

Bray）教授和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

耶夫大学Anas Hajar副教授合著的

《中东地区的影子教育：课外补习

及其政策启示》一书已在Routledge

出版社正式出版。9月15日，课程所

国际校外教育研究中心举行了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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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书发布会，吸引了众多专家学者参会。该书聚焦中东地区的12个阿拉伯语国家，其中

6个国家是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成员国，经济富裕，其余6国为低收入国家。这

些国家的经济、文化和社会情境有共性、更有差异，该书对这些独特国情的比较研究成

果有深刻的启发价值，填补了中东地区影子教育研究的空白，对影子教育的国际比较研

究而言具有开拓性价值。 



（九）创智共享，安桂清教授出席国内外学术活动 

    课程所坚持“参与课程实践，共享智识”的学术使命，积极开展各方面学术交

流与研讨。7月9日，安桂清教授受邀出席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材研究中心主

办的“第四届中国外语教材研究高端论坛”，作了“教材使用研究的理论视角与方

    国际课堂分析系列网络研讨会邀

请毕业或就职于国外知名院校的学者

分享课堂分析领域最前沿的研究成

果，涉及新型课堂的建构、自动化的

言语与非言语分析工具、大数据的收

集与应用、混合研究方法的使用等

等，旨在逐步打开课堂“黑箱”，实

现未来课堂教与学的范式转型。7月14

日，复旦大学外文学院秦文娟副教授

做客国际课堂分析系列网络研讨会第2

期，作了“语文课堂中的跨学科阅读

理解”的主题报告。8月26日，美国教

育考试服务中心姜扬博士做客国际课

堂分析系列网络研讨会第3期，作了

“大规模教育评价中过程数据的应

用”的主题报告。论坛由国际课堂分

析实验室副主任石雨晨副教授主持，

特邀课程所安桂清、杨向东、杨晓

哲、周文叶等专家对话研讨，吸引了

近1000位观众参会。 

（八）前沿分享，国际课堂分析系列网络研讨会逐步打开课堂“黑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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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人才辈出，34位硕、博士学位申请人顺利通过论文答辩 

    从5月至7月，课程所举行了多场学位论文线上答辩会，11位博士学位申请人、23位

硕士学位申请人顺利通过答辩。 

序号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学生姓名 

1 周  勇 民国时期的乡土课程建设研究（1912-1937） 万  驰 

2 杨向东 课堂情境下的学会学习测评研究 张  洁 

3 杨向东 教师评价素养的档案袋评估研究 刘笛月 

4 胡惠闵 学生身份建构的个案研究 马  洁 

5 毛玮洁 崔允漷 批判性思维的表现性评价研究 

6 王丹艺 崔允漷 学习中心视角下的教科书评价框架研究 

7 张亚飞 吴刚平 京沪中小学家长的教育参与行为研究 

8 方超群 周  勇 现代学制下经学课程的构建与消亡（1902—1912） 

9 郭少阳 杨向东 协作式问题解决能力的游戏化测评研究 

10 武志峰 柯  政 同伴互助在视频学习中的作用研究 

11 秦乐琦 刘良华 小学数学课堂回音的话语分析 

法逻辑”的大会主旨报告；7月24日，安桂清教授

受邀出席北京师范大学教师教育研究中心举办的

“循证教师教育与课例研究国际研讨会”，作了

“学习机会视角下的教师教材使用研究”的主题

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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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学位论文信息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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硕士学位论文信息表  

序号 学生姓名 指导老师 论文题目 

1 戴  劲 周文叶 听评课中的教师同伴评价案例研究 

2 任嘉琪 陈霜叶 西班牙学校语言课程中的文化意识 

3 熊  颖 雷  浩 课堂学习中的同伴评价设计研究——以高中英语写作为例 

4 郑艺璇 刘良华 教师如何理解对话式教学？——以上海市F小学为例 

5 陈艳茹 安桂清 素养培育视角下跨学科主题学习设计案例研究 

6 董光楠 吴刚平 
上海与新加坡初中数学教科书中的跨学科内容比较研究 

——以沪教版和Discovering Mathematics版为例 

7 高海龙 安桂清 
素养视角下部编版初中语文教科书练习设计研究  

——以选文课后习题为例 

8 鲍沈阳 肖思汉 
科学课堂上的笑声： 

基于社会建构主义理论的互动分析 

9 陈冠伊 王  涛 基于差异教学的小学数学复习课设计研究 

10 郭晶晶 周文叶 项目式学习中的表现性评价设计案例研究 

11 何薇薇 肖思汉 初中科学争论教学的设计研究：以行动者网络理论为视域 

12 李桂园 周文叶 职级制中的教师表现性评价研究——以美国新墨西哥州为例 

13 刘  童 张  薇 家庭对影子教育教师专业素质的需求研究——以S市为例 

14 刘亚玲 王小明 可供性理论视角下小学课堂教学中交互式电子白板的应用研究 

15 吕胜男 雷  浩 学生使用数字教科书的研究——基于活动理论的视角 

16 王伊凡 王  哲 小学语文教科书叙事性文章的插图效应研究 

17 许钊钿 刘良华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下的校园欺凌影响因素研究 

18 杨雅妮 安桂清 统编高中语文必修教科书“单元学习任务”分析 

19 殷  洒 王  涛 
指向国际理解素养的校本课程开发 

——基于课程纲要和教案的文本分析 

20 张素梅 周  勇 小学语文教科书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内容研究 

21 付  裕 杨向东 不同任务情境和合作方式下的数学建模过程研究 

22 毛嘉伟 柯  政 高中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研究 

23 王若昕 吴刚平 顶尖综合性大学非师范毕业教师身份认同的叙事研究 



    9月7日上午，课程所2022级研究

生新生见面会在文科大楼1613如期举

行。课程所的导师们向加入课程所大

家庭的35位研究生新生表达最热烈的

欢迎与最诚挚的祝福。作为华东师范

大学首批“立德树人教师团队”，课

程所已为新生们配备了专业的导师队

伍和前沿的课程体系。出席新生见面

会的导师们，通过分享各自的研究方

向，向全体新生传达了课程所教科研

团队 “为课程，为学生，为未来”的

专业信念，愿与学生一起点亮梦想，

助力远航，携手相伴，共赴前程。 

 

（十二）喜迎新生，课程所新生见面会顺利召开 

（十一）期待再会，课程所优秀大学生夏令营圆满结束 

    7月5-7日，课程所优秀大学生夏令

营如期举行。此次活动收到了来自全国

47所高校、70多名本科生的报名申请，

最终共有22名优秀本科生脱颖而出，被

录取为营员并全程参加了课程所的夏令

营活动。三天时间内，讲座、分享、合

作、展示、问答……一次次精彩纷呈的

碰撞和一场场涤荡人心的交流汇聚成一

段美好的夏日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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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引领实践，助力区域义务教育高质量发展 

    首席专家崔允漷教授主持的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课题攻关项目“中小学课程

实施过程监测”已经进入结题阶段。本季度项目成果持续产出： 

   （1）崔允漷. 试论新课标对学习评价目标与路径的建构. 中国教育学刊，2022. 

   （2）王丹艺，崔允漷.义务教育阶段课前服务难题及其治理——基于系统论视角

的分析.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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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项目进展 

    课程所将研究优势和智库优势转化

为专业实践影响力，通过研修课程培养

课程与教学领域的专业领导者，不断促

进国家课程改革的理念和政策更好地在

实践中落地。本季度，课程所先后与广

州市天河区、成都温江区等基层学校及

区域开展深度合作，共指导了300多位校

长、教研员、骨干教师，从课程规划、

学期课程纲要、基于标准的学历案、核

心素养评价、信息技术融合等全方位助

力区域全面开展教育教学改革实验，提

升课程领导力，大力推动义务教育高质

量发展。 

“中小学课程实施过程监测研究”重大课题攻关项目成果持续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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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崔允漷. 以“三有”时代新人建构义务教育培养目标. 现代教育管理. 2022. 

   （4）雷浩，王丹艺.教师应怎样理解教材——素养本位的教师教材理解过程模型建

构.教育发展研究.2022 

   （5）雷浩，吕胜男.数字教科书评价的演进：从内容要素走向数字化学习. 中国教育

学刊. 2022 

重要成果推介 

（一）政策解读，出版《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解读》 

        《新方案• 新课标• 新征程》著作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 年版）解读》一书由

教育部课程教材研究所组织编写、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修订专家组编写、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崔允

漷、王涛、雷浩担任主编。该书分三个部分：首先是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修订的基础与概览整体阐述了国家

教育政策的新要求、教育发展的新需要、时代发展的

新挑战，回应为什么需要修订义务教育课程方案，其

次是对新修订的义务教育课程方案中的培养目标、基

本原则、课程设置、教学时间、幼小衔接等关键内容

进行了详细的解读和分析，最后对课程标准、教材和

课程实施方面的新要求和新规定进行深入分析，涉及

学校课程规划、学科实践、综合学习、考试评价等10

个专题。该书为广大教师、校长和教研员等更好地理

解义务教育新课程提供重要的抓手，也为一线教师如

何开展素养导向的教学提供清晰的操作指南。 



（二）联结专业与公益，出版《课程与梦想：“真爱梦想杯” 

          校本课程设计大赛作品精选》 

    两年一届的“真爱梦想杯”校本课程设计大赛由华东

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与上海真爱梦想公益基金会联

合主办，自2012年5月以来，已连续举办五届。参赛中小

学教师几乎涵盖全国所有省级行政区域，累计征集了

14000多份校本课程纲要和42000多份校本课程教学方

案，持续推动了全国中小学校本课程设计的学术交流和经

验分享，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深化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近期，由崔允漷、吴刚平、周文胜主编的《课程与梦

想：“真爱梦想杯”校本课程设计大赛作品精选》一书在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该书将五届大赛全部50件

特等奖作品，按照主题类别进行整理并编辑成册。大致分

为五大类：一是乡土文化与地方特色类；二是创意设计与

工艺制作类；三是艺术体验与户外拓展类；四是科创信息

与绿色环保类；五是传统文化与红色经典类。这些课程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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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方案• 新课标• 新征程 ——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

和课程标准（2022 年版）研读》一书由华东师范大学出

版社出版，吴刚平、安桂清、周文叶教授主编，16位课标

修订专家加盟撰写。全书重点阐释了新方案新标准的时代

特点和育人价值，“三有”培养目标和核心素养，课程综

合性和实践性，课程内容结构化，学习中心教学方式，跨

学科主题学习活动，素养导向的表现性评价，十四门课程

标准研读等专题研读内容，以及大观念、大概念或大主

题、大任务、大单元设计，项目化、主题式、任务型学

习，学科实践，综合学习，做中学，用中学，创中学等课

程与教学改革的新理念和新思路，为一线教育工作者和教

育研究者提供专业学习上的参考、借鉴和支持。 

 



（四）雷浩研究员新著《课程政策的监测与评估研究 

          ——基于系统实施忠实度的视角》正式出版  

    近期，雷浩研究员的专著《课程政策的监测与评估研

究——基于系统实施忠实度的视角》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正式出版。该成果是2018年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教

育学）的最终成果。课程政策以课程方案、课程标准和教

材为核心载体，是国家意志的表征。然而，在传统的课程

政策研究中存在着重视课程政策结果（主要是学业成

绩），忽视课程方案、课程标准以及教材实施过程的问

题，尤其缺乏揭示课程方案实施过程忠实度的实证依据。

该书从系统实施忠实度的视角建立课程政策实施分析框

（三）“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丛书新著 

          《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研究》正式出版 

    “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丛书是课程所基于2011年起

先后承担的10个教育部基地重大项目的研究成果而设计

的。丛书围绕“核心素养与课程发展”这个21世纪国际热

点，进行长期的、深入的研究，以专著的形式出版。8月，

沈晓敏、赵孟仲、程力等专家的新作《道德与法治学科核

心素养研究》于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目前，本

套丛书已出版8本。《道德与法治学科核心素养研究》一书

抓住学科最根本的教育目的和目标及其在学校课程中的地

位，同时借鉴国内外权威机构对公民核心素养的界定，从

社会性发展角度出发将“身份—角色认同”确定为学科最

核心的能力，由此出发讨论核心能力构成要素及其测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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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学校开发校本课程提供了重要的参照。该书既是10年专业公益之旅的纪念，也是我国

中小学校本课程设计的缩影，更是中国学校课程领导力提升的标志。  



（六）安桂清教授发表S刊论文，探讨课例研究作为 

          推动区域教育变革工具的实际路径及其影响 

    近日，安桂清教授作为第一作者兼通讯作者在SSCI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Les-

son and Learning Studies》上发表论文《How does lesson study promote district education 

reform? – A case study of a district in Shanghai》。论文以中国上海Y区的课程改革实践为考

察对象，通过分析关键项目文件和项目研究成果，并访谈区级和学校的主要项目负责

    近期，杨晓哲副教授的新著《虚拟现实》于教育科

学出版社正式出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虚拟现实是神

秘的，小众的，充满未知的，本书希望用通俗易懂的语

言，不带有任何公式的方式解读虚拟现实，揭开虚拟现

实的神秘面纱。第一章：虚拟现实的前世今生。从早期

模型，起始幻想，初创形态，崭露头角到梦想成真五个

阶段揭示虚拟现实的发展历程。第二章：虚拟现实的技

术揭秘，从多个维度解读虚拟现实在视觉、听觉、触

觉、人机交互与环境构建等方面的细节，全面展现虚拟

现实的技术方式与底层逻辑。第三章：人人都能享有的

虚拟现实，则从娱乐、艺术、医疗、社交、旅游、建

筑、电商、训练、教育等九大不同方面，全面展现了虚

拟现实的无穷可能性。第四章：虚拟现实的未来展望，

从没有边界的虚拟现实、超越逼真的虚拟现实、智能重

塑的虚拟现实三个方面拓展了未来想象。 

（五）杨晓哲副教授新著《虚拟现实》正式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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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并且以作为课程标准和教材母体的课程方案的实施状况为例展开相应的实证研究，

揭示了当前义务教育课程实施过程的现状，并依据现状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义务教育课程

方案落地实施的相关建议，对于未来课程方案的修订和编制提供了一定的证据支持。 



（七）雷浩研究员团队发表多篇S刊论文，探讨我国 

          师生关系功能及学生学业成就的形成机制 

    紫江青年学者雷浩研究员团队在SSCI期刊《School Psy-

chology International》《British Journal of Educational Psy-

chology》上分别发文探析师生关系对学生学业成就的影响

以及成就、自我概念和焦虑之间的联系。 

    雷浩研究员团队在《School Psychology International》

杂志上发表了《Teacher-student relationship and academic 

achievement in China: Evidence from a three-level meta-

analysis》一文。自我决定理论认为，学生学习即受到自身

因素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所处环境的影响。然而，现有研

究并不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有调查研究显示师生关系对学

生学业成就影响不显著，基于此，该文采用三水平元分析

的方法，探讨了中国情境下的师生关系与学业成就的关

系，并检验这种关系在不同情境下的表征情况。研究结果

显示，师生关系与学生学业成就显著正相关。 

    雷浩研究员作为通讯作者在《British Journal of Educa-

tional Psychology》杂志发表了《Achievement, self-concept 

and anxiety in mathematics and English: A three-wave cross-

lagged panel study》一文。该文探究了成就、自我概念和

焦虑之间的联系，在为期一年的研究中，共收集三次来自

中国学生的数据。研究发现，成就、自我概念和焦虑都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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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探讨了课例研究作为推动区域教育变革工具的实际路

径及其影响。论文揭示了课例研究如何形塑区域变革愿景

和改革意愿，如何确保将改革愿景转化为课堂实践，以及

在此过程中区域项目学校教学研究共同体的不同建构模

式。论文最终通过概括课例研究的“上海模式”展现了中

国课例研究在课程改革时代的创新实践与理论贡献。 



示出相对稳定的自回归效应。其次，成就和自我概念具有相互的正向作用；而自我概念

对焦虑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对于不同学科来说，在数学学科中，焦虑负向预测自我概

念；而在第二语言英语中，成就负向预测焦虑，自我概念起到了中介作用。 

    8月17日，《人民政

协报》第10版专栏刊发

了崔允漷教授的《义务

教育课程标准的“两大

突破”》一文。该文指

出，内容要求是即教即

得的过程性的目标，学

业质量是课程所要培育

的核心素养的可评可测

化的结果，是该课程的

综合性的成就目标。只

有将测评的重点放在学

业质量上，才能“看得

见”核心素养或课程目

标的落地，才能明白课

程育人的真正实现。 

（八）《人民政协报》专栏刊发崔允漷教授文章： 

           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两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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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陈霜叶、崔允漷等专家提交的2份咨政报告 

          获省部级以上相关部门采纳  

    利用自身专业优势，为推进课程改革提供高质量的政策咨询与服务，是课程所团队

一直以来的发展宗旨。本季度，陈霜叶、崔允漷等专家围绕数字教育等问题，先后有2份

咨询报告获省部级以上相关部门采纳或批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