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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报告（2012年）》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为指导，以高中阶段教育发展的目标任务为核心，以2010—2011年间普通高中教育领域的政策举
措与改革进展为重点，对我国普通高中阶段教育进行了系统化研究和全景式展示。
第一，充分聚焦2011年度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现状。同时，适当兼顾了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与发
展的背景与实践，力求体现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脉络。
第二，重点回答高中阶段教育发展三大任务的进展。以数量分析的方法，客观回答“加快普及高中阶
段教育”的进展及其特点；以建设学生发展指导制度为抓手，采用详实资料介绍“全面提高普通高中
学生综合素质”的实践发展；以学校改革与创新的典型案例为载体，描述“推动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的进展。
第三，科学展示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成果与最佳案例。报告不仅介绍了高中教育改革与发展的
政策变化，也描述了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所取得的实践成绩与经验，尤其是各类普通高中学校改
革与创新的探索实践。报告力求成为传播和推介高中阶段改革与发展历程及其经验的载体，做到全面
、客观、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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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致谢 《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报告（2012）》摘要 前言 第一章高中阶段教育的整体进展 一、高中教
育发展水平 （一）普及水平 （二）事业规模 二、普通高中办学规模 （一）在校生规模及构成 （二）
招生规模 （三）毕业生规模 三、普通高中教育经费 （一）经费投入 （二）经费支出 四、普通高中办
学条件 （一）班额情况 （二）校舍条件 （三）仪器设备 （四）信息化设施 五、普通高中教师队伍 （
一）教师数量 （二）学历水平 （三）学科教师 第二章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政策举措 一、过去30年来
高中教育政策回顾 （一）中等教育的结构调整 （二）普通高中的适度发展 （三）普通高中的快速扩
展 二、当前高中阶段教育的政策特征 （一）高中阶段教育的纲领文件 （二）优质多样与创新人才培
养 （三）普及发展与特色高中建设 （四）规模扩展与增加优质资源 三、普通高中教育改革的创新实
践 （一）创新人才的培养模式 （二）课程为主的教学改革 （三）普及目标的布局调整 （四）规范办
学的政府行为 四、普通高中教育发展的政策趋向 （一）“精英”到“大众”的目标转向 （二）“预
科”与“育人”的功能定位 （三）“加速”和“丰富”的人才培养 （四）“进城”或“留乡”的农
村高中 （五）“模式”加“课程”的发展格局 第三章普通高中教育的舆论与研究 一、新闻报道与媒
体评论 （一）总体特点 （二）内容观点 （三）舆论热点 二、研究进展与学术观点 （一）高中教育改
革 （二）高中课程改革 （三）高中考试制度 （四）学生发展指导 （五）教师专业发展 第四章高中学
生发展指导的现状与实践 一、普通高中学生发展指导调查 （一）问卷调查的基本情况 （二）学生获
得指导的现状 （三）学生获得指导的需求 （四）教师提供指导的意愿 （五）教师提供指导的能力 二
、构建校本学生发展指导体系 （一）强化机构建设与培养骨干教师 （二）明确指导思路并分解指导
内容 （三）全面实施指导和挖掘指导资源 三、学科教学渗透学生发展指导 （一）明确学科指导目标 
（二）整理学科指导资源 （三）开展学科指导课 （四）实施学科指导评价 四、发展学生的自主教育
与指导 （一）学生社团的机制保障 （二）基于社团的自主教育 （三）基于网络的自我学习 （四）手
绘图片的自我指导 五、面向寄宿制学生的生活指导 （一）城市学生的生活指导 （二）农村学生的“
第二父母” 第五章学校改革与发展的实践探索 一、传统名校的改革创新 （一）基础型课程入手：理
念与框架 （二）课程改革的实践：操作与实施 （三）改革探索的困难：策略与应对 （四）育才改革
的特征：传承与示范 二、优质高中的资源共享 （一）七中网校的产生背景 （二）七中网校的运作实
践 （三）七中网校的办学成就 （四）七中网校的价值意义 三、农村中学的校企合作 （一）校企合作
的形成背景 （二）校企合作的主要内容 （三）基于合作的学校改革 （四）中阳一中发展的思考 四、
民办高中的成长之路 （一）作为民校的发展历程 （二）成为名校的实践经验 （三）困扰发展的若干
问题 第六章国际普通高中教育变革与创新 一、高中性质与功能变革 （一）总体性特征 （二）国别性
实践 二、学校均衡化发展措施 （一）特许学校运动 （二）薄弱学校改造计划 （三）新高中改革方案 
三、高中课程与教学创新 （一）学业标准与科学教育 （二）国家资格证书课程体系 （三）基础性、
综合性和公民性 四、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 （一）学制类型 （二）学校类型 （三）课程内容 五、高中
学业评价的变化 （一）评价标准 （二）评价方式 （三）评价结果 六、学生指导制度的完善 （一）咨
询教师 （二）指导机构 （三）指导工作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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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对于办学模式多样化而言，出现较多的即是：综合高中、学科创新高中、普职融通
高中、国际高中、艺体特色高中等。而对于课程设置多样化则多是从国家、地方与校本课程，或者必
修与选修课程等方面展开描述。很显然，当前在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认识和理解方面，还存在一
些不足。 尽管全国各地对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关注度不断提升，但是许多讨论或者政策似乎陷入了
一个误区，即为“多样化”而多样化。换言之，这种对于“多样化”的讨论忽略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
件，即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在于提高学生的综合素质，促进学生更好地发展。学生的天
赋差异与兴趣爱好，使得学生在高中这一特定阶段的发展需求呈现出多样与多元的状态。普通高中作
为基础教育的高级阶段，必须承担着两种任务：一是基础任务，为未来的发展打基础；二是为未来的
人生发展选择可能的方向与路径。前者意味着基础，而后者意味着选择。 “选择”任务的完成，要求
普通高中发展多样化。此外，普通高中在步入到大众化阶段之后，更应该同时承担“育人”功能，而
非单一的“预科”功能。因此，明晰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根本出发点，对于进一步明确“办学模式
”与“课程设置”的多样化有着重要意义。 因此，要实现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的时代主题，一方面，
需要针对区域普通高中的发展现状，及时地调研了解学生的需求，探索举办多种类型的高中，同时能
够引导学生进入不同类型的学校，以更好地满足不同类型普通高中学生的发展需求；另一方面，在不
同类型的学校内部，更应该从课程设置的角度探索多样化，要从不同类型高中的基本功能与主要任务
出发，合理设置开放的、可选择的与多样的课程，以促进学生接受更适合的教育。 当前，无论是办学
模式的多样化，还是课程设置的多样化，一方面需要教育行政部门做出规划、逐步推进；另一方面，
还需要教育行政部门给予普通高中适当的自主权，以便他们结合学校的现实情况，积极变革与发展。
需进一步指出的是，办学模式的多样化与课程设置的多样化都是普通高中多样化发展内容的一部分，
还需要从评价机制、教学方法、学生发展指导、督导评估等方面综合考虑，共同推进普通高中的多样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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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中国高中阶段教育发展报告(2012)》以《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简称《纲要》）精神与内容为指导，重点围绕“高中阶段教育”的三大任务，全面系统介绍2011年间
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政策举措与实践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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