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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后有两个不争的事实：其一，由于空洞

的课程理念和浅表的课程行为，使人们当初的改革热情正在衰退。其二，人们希

望提升课程教学的内在品质，却又困于无从下手。甚至认为“从总体上说，我国

的课堂教学改革尚未取得实质性和根本性的进展。”[1]

为什么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到深化阶段出现疲软现象？课改初期，行政力是

改革的主要推手，是必要也是有实效的。但行政推力是外力，是不可持续的。而

课改的深化恰恰需要可持续的推进力量！

主体的内生动力才是可持续的推进力量。县级教育行政部门与教研机构、学

校、教师都是课程改革的主体。激发各个主体的课改内生动力，才能为课改持续

推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成都市青羊区以构建“现代课堂”为内容，通过不断

探索和改革，总结形成了激发主体课改内生动力机制——“三主”机制。

一、“三主”机制的内容与构成

“三主”机制包括“区域主义”、“学校主张”、“教师主见”及三者间的关系。

（一）区域主义

区域内要有明确的课改方向，作为“主义”执行，构建区域课改的战略决策

力。区域课改主义的建构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课改秉承的核心理念，二是区域

教改的现实基础。青羊区的“现代课堂”是以课改的“人本”思想，与区域构建

教育现代化的背景来建构的，实质是把课改核心理念本土化的过程。

（二） 学校主张、学科主张

学校课改与学科课改都要有清晰的主导思路与活动主题，作为 “主张”施

行。但是主张提出容易陷入“贴标签”的误区，关键是要找到问题的症结与价值

的取向。如青羊区石室联合中学的主张是基于教学以灌输为主的弊端，倡导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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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中自我的体现而提出“生本课堂”。再如小学英语科基于语言学科特点提出

“在语境中学习”的学科主张。主张的提出，实质是改革突破点与方向如何定位

的问题。

（三）教师主见

对教学实践中的问题与现象，教师应有自己的理解与观点，即 “主见”，作

为行为的指南。如：小组合作要加强组织教学、要尊重学生等他把话说完、接受

学习与探究学习要相互补充……教师主见的形成过程，实质是价值观与行为标准

建构的过程。当然，教师的“主见”是动态化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与优化，是

一个不断“养成”的过程。

（四）三者之间的关系

“区域主义”、“学校主张”、“教师主见”是互为表里的关系。

从实践看，教师的课改主见要基于具体的课改实践而形成，要与学校课改主

张相符，要与区域课改所提倡的课改理念相通。因此，教师主见是直接对学生起

作用的终端，是内核。学校主张提供组织实施园地，区域主义提供方向与价值保

护。如图表示：

特质层（教师主见）

组织层（学校主张）

保护层（区域主义）

图 1 从实践的角度看“三主”之间的关系

从内容看，区域课改主义反映区域教育发展主题，通过学校的课改主张在活

动中得到落实，通过教师课改主见在行动中具体转化。因此，区域课改秉承的课

改精神就是学校、教师的课改理念的内核。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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