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泉州七中课程实施方案

根据《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闽教基【2020】29号）文件，贯彻《福建省

教育厅关于普通高中课程设置与管理的指导意见》（闽教基【2020】32号）、《福建省普通

高中学业水平考试实施办法》（闽教基【2020】33号）、《福建省普通高中学生综合素质评

价实施办法》“1+3”新课程实施系列文件精神，落实新时代普通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和教育评价

改革总体方案要求，准确把握高中育人方式改革和新课程实施政策举措，统筹推进泉州七中

新课程建设实施，实现课程教学与教育评价改革有机衔接、深度融合。特修订泉州市第七中

学课程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 “培养身心健康的现代中国人，锻造各行

各业领军人物”的办学理念， 践行“爱国、感恩、勤奋、卓越”的校训，稳妥推进学校新课程

实施和新高考改革，着力发展学生核心素养，使学生具有理想信念和社会责任感、具有科学

文化素养和终生学习能力、具有自主发展能力和沟通合作能力。

二、方案实施小组

组 长：吴鹏飞

副组长：刘伟杰、吴宝树、黄颖

成 员：曾白婷、谷小艳、邓秀恭、杨利、谢仰进、罗浩、郑德强、林山、王曦、刘永

斌、林益强、各学科教研组长。

职 责：

1.落实方案的具体实施细则。

2.做好国家课程开设的监管。突出落实思政、体育与健康、艺术、劳动等课程周课时严

格依据《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进行安排，推进“五育”并举。

3.组织教研组开展各学科教研活动，多渠道完善学科课程安排和评价制度，提升校园课

程体系的活力。

4.研究性学习、综合实践课、社团活动等的协调和组织开展。

5.充分发掘课程资源，构建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开发体系。指导校本选修课程研发和科

学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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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制定学生学分认定的标准，并依标准给予学生学分认定。

7.实时解决方案实施中存在的问题，做好实施成果的收集、分析和整理。

三、课程设置与学分

开设国家课程：语文、数学、外语、思政、历史、地理、物理、化学、生物、技术（含

信息技术和通用技术）、艺术（含音乐、美术） 、体育与健康、劳动、综合实践活动。

开设校本选修课程：每学期在高一、高二年段开设与班级数相匹配的校本课程。

具体课程、学分、周课时安排如下图：

科目 必修学分
选择性

必修学分
选修学分

周课时数

高

一

上

高

一

下

高

二

上

高

二

下

高

三

上

高

三

下

语文 8 0～6 5 5 5 5 6 5

数学 8 0～6 5 5 5 5 6 6

外语 6 0～8 5 5 5 5 5 5

思政 6 0～6 2 2 4 4 5 5

历史 4 0～6 2 2 4 4 5 5

地理 4 0～6 2 2 3 4 5 5

物理 6 0～6 3 3 5 5 5 5

化学 4 0～6 3 4 4 4 5 5

生物 4 0～6 3 3 3 4 5 5

技术

（信息和通用）

6
0～18

1 1 1 / /

艺术

（音乐和美术）

6
0～18

2 2 / / / /

体育与健康 12 0～18 2 2 2 2 2 2

综合实践活动 8 / / / / / /

劳动 6 1 1 1 1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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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课程的实施与评价

立足学校，以学校办学理念、办学规划、已有基础、生源实际、办学条件、办学特色等

为课程实施的出发点，以实现学生的核心素养为育人目标，并以此目标指导国家课程的高效

落实和校本课程的开发、实施与评价。保证国家课程的高效实施的同时，学生能根据兴趣特

长参与各类选修课程，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的发展。

1.国家课程。

（1）根据国家课程设置方案和课程标准，落实并创造性实施国家课程方案，形成国家课

程校本化实施的有效机制，保证国家课程开足开齐开好。以学科核心素养培养为中心，结合

我校办学定位、学生特点和实际条件，完善我校课程实施方案，重视体、音、美、劳等课程

的实施到位，推进“五育并举”的办学目标。灵活安排课程计划，选取贴切的教学方式，结

合实践，创设情境，互动创生，提高课堂教学有效性。

（2）选课指导。

根据《福建省教育厅关于普通高中课程设置与管理的指导意见》的要求制定符合学生实

际的生涯、学业的选课指导方案，实施学生生涯规划和选课指导，并以导师制方式帮助学生

合理规划生涯、科学选课，助学生实现自我发展。我校开齐 12种课程组合模式，高一下开始

指导学生选课，并召开家长会帮助家长、学生了了解选课后教学模式。确定课程后于高二开

始实行行政班和走读班并存的教学模式。

2.校本课程。

严格审查校本课程教材的开发，打造了具有地方特色、学校特色的校本课程体系，包括

学科拓展课程、学科衔接课程、学科整合课程、德育课程、心理素养课程、科学课程、艺体

课程、文化课程、社会课程、学习方法课程、国际交流课程等，成为国家课程的有益补充。

如：泉州木偶文化、遇见更好的自己——高中生生命教育、中学生国防教育基本知识、寻迹

闽南文化脉络、解读民法典、素质排球、学科竞赛、科技创新等，课程开发坚持地方特色与

校园特色。

每学期在高一、高二年段开设与班级数相匹配的校本课程，并实行走班制教学。校本课

程的考核方式采取小论文、课题研讨、作品制作等，极大地体现了教学的创新性、实践性。

3.综合实践课程。

科学合理安排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尤其重视益行施方法会课程，创会 家，定期

闽的，选模理长程、高二年段 行施方法课程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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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进度由教师指导每个小组开展活动、学生成果汇报和展演、成果评比和学分认定等；聘

请校外专家到校进行专题讲座、专题指导；组织学生开展科技创新和机器人竞赛课程与实践

活动，参与科技创新、机器人、学术作品竞赛等学生科技类赛事活动、学生微视频制作与展

示活动。常态化组织学生干部深入学校周边社区开展志愿服务活动，与临江街道等单位结成

友好共建单位。由校团委持续组织以“传承雷锋精神·深化志愿服务”为主题的学雷锋活动，

引导广大学生积极投身扶残济困、文明劝导、植绿护绿、美化家园等志愿服务行动，用实际

行为践行“志愿者精神”。

4.教学常规。

（1）根据《福建省普通高中新课程实施方案》（闽教基【2020】29号）实施教学模式

改革，全面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打造高效的学生主体的课堂模式。教学模式把控为学生

为主体的新型课堂模式。

（2）精准备课。将学生放在主体地位进行备课，依据学生学情备学生学什么、怎样学，

拓展课程资源，深挖德育知识点，开放教材内容，开放学习形式，开放学习时间，培养学生

的探索精神、合作精神。

（3）信息化应用。开发微课资源、开展云技术在教育教学中应用等培训、利用 QQ群和

微信群进行学习互动、开展“一师一优课、一课一名师”评选活动、使用网上阅卷系统，通

过开展数字化课程环境建设、提升教师信息技术应用水平等方式来实现教学方式的深一层次

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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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认定严格根据上级有关规定进行。

（1）三年内学生综合素质评价相关记录正常，其中劳动素养学段综合评价结果、《国家

学生体质健康标准》测试综合得分合格以上。

（2）学生三年内总学分达到 144学分以上，期中必修课程 88学分，选择性必修课程不

低于 42学分，选修选课不低于 14学分。

（3）学生参加并通过省级规定的学业水平合格性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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