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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与教学论作为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在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当前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师范专业学生应该
了解和掌握的重要内容。
　　课程与教学论是在课程论与教学论学科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虽然它已
经得到国家学术制度的认可，基本学科建制已经完成。
但由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在我国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学科体系还不完善，学科规范还有待于进一步确
立。
　　近些年来，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我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课程与
教学理论发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国内很多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也已经出版了大量的以“课程与
教学论”命名的专著和教材，但认真分析这些专著和教材，大多数仍然不能摆脱原有课程论与教学论
简单拼盘的窠臼。
当前，很多国内师范院校正在调整和改革现有师范专业教育体系，把课程与教学论纳入师范专业教育
的重要内容和科目。
如何编写真正符合师范教育体系的课程与教学论教材，以更好地满足国内高等师范院校教学的需要，
这是我国课程与教学论界面临的难题，也是课程与教学论研究者的共同责任。
为此，我们联合国内高等师范院校长期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中青年学者，进行课程与教学论教材
的编写工作。
在广泛征求专家学者意见的基础上，经过数次讨论，确定编写提纲和编写体系后，再根据各参编者的
个人研究方向和兴趣分头撰写，最终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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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与教学论作为教育科学中的一门学科，在整个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的位置。
在当前高等师范教育体系中，课程与教学论学科是教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也是师范专业学生应该
了解和掌握的重要内容。
　　课程与教学论是在课程论与教学论学科整合的基础上形成的，从学科建制的角度来看，虽然它已
经得到国家学术制度的认可，基本学科建制已经完成。
但由于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在我国的历史还比较短暂，学科体系还不完善，学科规范还有待于进一步确
立。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课程与教学论>>

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历史发展第一节 课程论的历史发展第二节 教学论的历史发展第三节 
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现状与发展第二章 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基础第一节 课程与教学论的哲学基础第
二节 课程与教学论的社会学基础第三节 课程与教学论的心理学基础第三章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解第
一节 课程第二节 教学第三节 课程与教学中的几对关系I第四章 课程与教学目标第一节 课程与教学目标
概述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目标的确定第三节 课程计划、课程标准与教科书第五章 课程编制与教学设计
第一节 课程编制的模式第二节 课程的层次和类型I第三节 教学设计及其模式第六章 课程资源开发与教
学内容选择第一节 课程资源的内涵与分类第二节 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第三节 教科书内容的选择、
组织与呈现第七章 课程实施与教学过程第一节 课程实施的内涵与基本取向第二节 教学过程的特点与
功能第三节 教学的基本组织形式与改革第四节 教学方法的优选第八章 课程与教学管理第一节 课程与
教学管理概述第二节 课程管理的内容与模式第三节 学校课程规划第九章 课程与教学评价第一节 课程
与教学评价概述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评价的类别与功能第三节 课程与教学评价的模式与方法第十章 课
程与教学改革第一节 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目标与价值第二节 当前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面临的困难
与反思第三节 我国课程与教学改革的方向与出路附录1 教育部：义务教育课程设置实验方案（2001年
）附录2 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2003年）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课程与教学论>>

章节摘录

　　世纪30年代对幼儿园课程教材的研究也比较深入，幼儿园课程理论研究方面也取得非常突出的成
就。
陈鹤琴对学前教育课程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他是我国幼儿园课程改革的先驱和幼儿园课程理
论的重要奠基者。
他不光在南京创办了鼓楼幼稚园，任园长，亲自从事幼儿教育的实践，而且亲自从事并领导幼稚园的
课程、设备等方面的研究工作。
他对当时国外幼儿教育课程严重充斥中国幼稚园的状况十分不满，与张宗麟等人一起进行了幼稚园课
程中国化和科学化探索，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学前课程理论的发展。
他还发起并组织幼稚教育研究会，协助教育部制定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幼稚园课程标准》（1932）
。
另一位学前教育家张雪门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就开始了他对幼稚园课程的研究。
曾先后在《幼稚教育概论》《幼稚教育新论》《新幼稚教育》等著作中对幼稚园的课程问题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为学前课程理论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到50年代初期，我国学者在引进国外课程理论的基础上，已经开始进行了本
土化研究，初步建立和形成了具有一定本土特色的课程理论体系。
　　2.课程论作为教学论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时期：20世纪50年代初至8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后20世
纪5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开始全盘照搬苏联，教育领域也不例外。
当时苏联教育学体系中，有“教育基本理论”“教学论”“德育论”“学校管理”四大块内容，没有
单独的课程论。
在苏联教育学的影响下，我国教育学者在编制教育学教材和出版的教育学专著中，也没有把课程论作
为独立的研究对象来进行研究，更没有把课程论作为教育学的分支学科，这实际上割断了教育学研究
的历史联系，遗忘和否定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曾经开创和形成的课程理论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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