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海华东青少年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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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的通知 

 

各校外教育单位： 

课程建设是校外教育走向规范化、专业化的必由之路。课程资源

开发与利用是课程建设中的重要一环，其中学材又是体现教师课程资

源开发的智慧成果。为有效引导一线教师更好地设计课程、开发学材，

特别是主题性、项目式学习活动的开展，为校外教育场所开设青少年

校外教育课程提供专业示范和引导，华东青少年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决定举办 2019 年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现将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征集材料范围： 

本年度主要征集由校外教育单位在职教师于 2017 年至 2019 年间

自主设计或改编的、并已实践操作过的，用于少年儿童校外普及型或

提高型短课程（短期活动）的课程，含课程纲要设计和汇编成册的学

习材料（含讲义、学习指导手册、营员活动手册、资料汇编等）。短

课程即持续学习时间不超过一学期的课程，也可以是夏（冬）令营、

场馆参观考察、仪式教育活动、兴趣体验活动等半日至 10 日左右的

假日集中学习活动（含营地活动）。参与设计的可以是教师个体，也

可以是团体，我们更多鼓励教师团队的创作。每单位至多交流 5 项课

程。 

二、材料征集截止时间： 

2019 年 6 月 30 日 

三、参与方式： 

1、请各单位在征集截止时间前登陆华东青少年教育研究与发展

中心网站（www.hdjyyj.com）首页进入“交流评选申报”栏课程设计



交流项后申报。非华东研发中心科研服务单位请先在线登记注册后再

申报。 

2、进入课程设计交流项目后按要求填写基本信息、上传申报表、

上传 1 篇课程纲要、上传该课程中的活动单元方案 3 篇（每篇是单独

的一个学习单元内容）、上传学材 PDF 文档。 

3、7 月 20 日前将加盖公章的申报表格、课程纲要设计稿和每本

3 册的自编学材（或装订成册的完整学材）一并寄送至华东青少年教

育研究与发展中心，地址：上海市延安西路 64号1209室，邮编：200040。

请在邮件封面注明：课程交流。 

四、交流活动作品要求与评优标准： 

不受理以下类型的课程：学科竞赛类课程或冠以国家课程规定科

目称谓的课程（如语文**课程、奥数竞赛或英语**课程等）。 

（一）课程纲要与单元方案要求 

1、课程纲要要求： 

（1）持续一学期的短课程，每学期至多 48 课时（以春、秋季

每学期 15—16 周，每周集中学习 2-3 课时），每课时 40 分钟左右（建

议普及型课程低幼段每课时 30-35 分钟，提高型课程每课时 40—45

分钟）；持续时间少于一学期的短期课程，请根据实际天数来计算

课时数，一般情况下每半天至多为 4 课时。 

（2）主体内容必须包括：课程简介、背景分析、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课程实施、课程评价、所需条件或资源、主要参考文献

等。 

（3）一共不超过 A4 纸 6 页。 

2、学与教单元课时方案要求： 

递交 3 个单元最有特色或创新的学与教方案，可以是连续的，

也可以是分散的。单元课时方案包括主题、设计者、背景分析、学

习目标、学与教内容与活动安排等。倡导以学生为主体、以特色内

容为载体、以游戏或活动为表现形式的学习设计。每单元课时方案

至多两页 A4 纸。 

3、WORD 文本要求：页面设置以自动格式；以 A4 纸规格排



版，正文用 5 号字，行距为 1.25 倍。 

（二）学材评优标准 

学材评价的指标涵盖“学习内容的选择”、“学习课题的提示”、

“学习活动的设计”、“学习的诊断评价”等，并侧重围绕学员核心素

养的培养，从是否实现以下三个功能角度进行评判 ： 

 1、信息功能——为学习者选择、传递有价值的真实的信息、知识

（真实性、思想性）。 

 2、结构化功能——帮助学习者建构自身的知识，使之结构化、体

系化（系统性）。 

 3、学习指导功能——使得学习者掌握学习方法，学会学习（学习

指导性）。 

五、评选与公示： 

由教育界课程开发领域权威专家和部分优秀教师、主任、教研

员等组成评选委员会，从真实性、专业性、可行性和原创性等维度，

对申报成果进行评选。获选优秀成果和专家点评，实行网上公示，

公示期内接受社会监督和质询。 

六、成果奖励： 

设特等奖、一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各若干名，颁发证书或相

应奖励；组织奖若干名，颁发证书。 

优秀获奖作品将被推荐参加相关全国交流活动。 

附： 

1、申报表.doc 

2、学期课程纲要设计表.doc   

3、单元课时方案模板.doc   

 

 

上海华东青少年教育研究与发展中心 

2019 年 3 月 

  

http://www.hdjyyj.com/res_base/hd/upload/article/file/2013_2/6_16/pyf0hhzzi0eu.doc
http://www.hdjyyj.com/res_base/hd/upload/article/file/2013_2/6_16/ziwohhzzif0b.doc
http://www.hdjyyj.com/res_base/hd/upload/article/file/2013_2/6_16/xsznhhzzipb8.doc


 

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申报表 

申报单位  申报类别 个人□   团体□ 

单位地址  邮编  

编者姓名  联系电话  

个人微信号  手机  邮箱  

申报课程名称 
 

使用情况 
已使用□  试用期□ 

未使用□ 

申报课程类型 
普及型短课程□ 持续天数： 

提高型短课程□ 持续天数： 

编写说明：请对是否独立创作或参考其他资料情况进行说明。 

 

 

 

 

知 

识 

产 

权 

主办方声明：申报人必须是申报成果的实际研制者和著作权人，如有不当引

用、抄袭或剽窃他人成果，将被取消参加资格，并承担由此产生的道德与法

律后果。主办方对获选优秀成果予以奖励，有权将获奖成果用于公益目的活

动，包括复制、改编、网络展示和结集出版等。 

申报人承诺：申报人理解并遵守主办方声明的原则和要求，同意主办方在申

报成果获奖后根据需要将其用于公益目的活动。 

 

 

                                    申报人签名： 

 

单位意见：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课程纲要设计 

课程名称 
 

 

适用对象 
 

 
总课时  课程类型 

普及型短课程□ 

提高型短课程□ 

形式类别(选择打√) 夏（冬）令营□  场馆参观考察□  仪式教育活动□ 兴趣体验活动□  

课程简介 

（200 字内） 

 

 

 

 

背景分析 

（500 字内） 

包括本门课程的目的、意义、已有的基础和所需的条件等（即阐述课程设置的必

要性与可能性） 

 

课程 

学习 

目标 

 

4—6 条。切记：叙述主体是学生！ 

学习主题 /活动安

排（请列出教学进

度，包括单元设置、

周次（或日期）、内

容、实施要求） 

 

 

 

学习评价活动 

/成绩评定 

 

主要参考 

文献 

 

 

 

 

备    注 
 



  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学与教单元课时方案 1 

单元  单元课时  

主题  

背景

分析 

包括该主题在本单元和本门课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学习重点和难点分析三部分 

 

 

学习

目标 

2—3 条。切记：叙述主体为学生！ 

 

 

学习

评价

设计 

（针对上述目标，设计评价任务） 

 

 

 

 

 

学 

与 

教 

活 

动 

设 

计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按照教学环节，设计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 

 

 

 

 

 

 

 

 

 

 

 

 

 

 

 

 

 

 

 

 

 

（ 备 注 或 反

思） 

 

 

 

 

 

 

 

 

 

 

 

 

 

 

 

 

 

 

 

 

备注 
 

 

 

  



   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学与教单元课时方案 2 

单元  单元课时  

主题  

背景

分析 

包括该主题在本单元和本门课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学习重点和难点分析三部分 

 

 

学习

目标 

2—3 条。切记：叙述主体为学生！ 

 

 

学习

评价

设计 

（针对上述目标，设计评价任务） 

 

 

 

 

 

学 

与 

教 

活 

动 

设 

计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按照教学环节，设计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 

 

 

 

 

 

 

 

 

 

 

 

 

 

 

 

 

 

 

 

 

 

（ 备 注 或 反

思） 

 

 

 

 

 

 

 

 

 

 

 

 

 

 

 

 

 

 

 

 

备注 
 

 

 



   校外教育短课程课程设计交流活动学与教单元课时方案 3 

单元  单元课时  

主题  

背景

分析 

包括该主题在本单元和本门课中的地位和作用、学生已有知识基础、学习重点和难点分析三部分 

 

 

学习

目标 

2—3 条。切记：叙述主体为学生！ 

 

 

学习

评价

设计 

（针对上述目标，设计评价任务） 

 

 

 

 

 

学 

与 

教 

活 

动 

设 

计 

结合具体教学内容和教学方式，按照教学环节，设计学生活动和教师活动 

 

 

 

 

 

 

 

 

 

 

 

 

 

 

 

 

 

 

 

 

 

（ 备 注 或 反

思） 

 

 

 

 

 

 

 

 

 

 

 

 

 

 

 

 

 

 

 

 

备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