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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教师教育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时期，从顶层的制度设计到具体的培养方案的实施都有赖于我
们对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在制度方面，教师教育学科制度是当前我国教师教育迫切需要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制度包括教
师教育的学位、学制、学历、专业、方向等内容，而教师教育的专业和方向制度将直接与教师专业发
展问题相联系，如中等教师教育专业和方向包括中文、数学、外语、科学、社会科学等，那么如何培
养这些学科的教师？
如何设定这些学科的教师培养方案？
培养什么角色的学科教师？
研究型、学者型学科教师，还是实践一反思型的学科教师？
制定培养方案是否要以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理论为依据？
这些问题都与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紧密联系。
　　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中我们可以看到，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提出了诸多理论，如教师专业发展阶段
论、教师专业发展途径论、教师专业发展模式论、教师专业发展知识论，甚至涉及现代主义的教师专
业发展观、后现代主义的教师专业发展观、女性主义的教师专业发展观、哈贝马斯批判理论的教师专
业发展观、人本主义心理学的教师专业发展观不一而足，但唯独没有深入探讨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理
论。
尽管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理论从属于以上这些理论，但由于不同学科教师的知识构成、不同学科教师的
能力需要、不同学科的学术文化影响、不同学科教师的思维差异普遍地存在于教师专业发展中，因此
基于不同学科的教师专业发展研究成为梳理和构建教师专业发展理论的关键途径。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与课程”的关系议题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这种
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师专业发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
理论上探讨教师专业发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
重要性已成为普遍共识，课程改革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也得到了认可，但学科教师专业发展与各
门学科课程改革关系的研究却有待进一步展开。
如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普遍重视教师实践，但不同学科的教师实践在课程改革中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需要我们深入到不同学科的课堂中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等学生发展目标如何要求教师专业发展中教师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而所有这些发展将通过不同学科的教师发展才能实现。
总之，探讨学科课程改革与不同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能更深刻地揭示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将
有利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推进，其实践价值重大。
　　目前我国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主要限于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一般性、普遍性的问题研究、国外研
究成果的引进等方面，进入到学科领域的有影响的研究成果还不多见，而事实上只有通过不同学科的
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才会更明确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才会对不同学科的教师专业发展提供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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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与课程”的关系议题逐渐进入研究者的视野，而这种
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师专业发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
理论上探讨教师专业发展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关系已经积累了很多研究成果，教师在课程改革中的
重要性已成为普遍共识，课程改革对于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也得到了认可，但学科教师专业发展与各
门学科课程改革关系的研究却有待进一步展开。
如教师专业发展研究中普遍重视教师实践，但不同学科的教师实践在课程改革中的具体表现是不同的
，需要我们深入到不同学科的课堂中去；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出的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感态
度与价值观等学生发展目标如何要求教师专业发展中教师的知识、能力、情感、态度、价值观的发展
，而所有这些发展将通过不同学科的教师发展才能实现。
总之，探讨学科课程改革与不同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能更深刻地揭示教师专业发展的规律，将
有利于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推进，其实践价值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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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宋代朱熹在《朱子全书·论学》中多次提及课程，如“宽著期限，紧著课程”，“小立课程，大
作工夫”等。
虽说他只是提及课程，并没有明确界定其意，但意思还是清楚的，即指功课及其进程。
不过，这里的“课程”仅仅指学习内容的安排次序和规定，少有涉及教学方法上的要求和约成，因此
只能称作为“学程”。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教育界长期把课程看作与学科等同或学科的总和。
如上海师范大学编写组编的《教育学》认为“学生学习的全部学科称为课程”。
一些权威的教育辞书也沿用这样的定义，如《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将课程定义为所有学科的总和
，或指学生在教师指导下的各种活动的总和；《教育大辞典》把课程看作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
的教育内容的总和。
　　随着对课程研究的逐步深入，一些研究者对课程等同于学科这样的认识提出修正。
有的提出课程是学校学科及其安排和进程，如陈侠认为：“课程可以理解为为了实现各级学校的教育
目标而规定的教学科目及其目的、内容、范围、分量和进程的总和。
”有的提出课程是学校教学内容及其进程安排的计划，如王策三认为：“课程是教学内容和进程的总
和李秉德认为：“课程是课堂教学、课外学习以及自学活动的内容纲要和目标体系，是教师和学生各
种学习活动的总体规划及其过程。
”这里值得指出的是，郝德永从分析课程本质内涵的多元限定、限定维度的分类、课程本质内涵探索
的方法论等方面对现有课程定义进行了检讨和透视，提出课程的“本质内涵是指在学校教育环境中，
旨在使学生获得的、促进其迁移的、进而促使学生全面发展的、具有教育性的经验的计划。
”他认为课程从本质上讲是一种静态的客体，而不是动态的活动；是一种预设的、有意的安排，而不
是教育活动的结果，更不是学习者的主观性自我意识或见解、观念；从其内容上讲，它是一种系统知
识、经验，而不是种目标体系。
可以看出，对课程的本质含义，人们越来越倾向于把它看成是旨在使学生获得教育性经验的计划。
　　针对课程研究领域中对课程定义的歧见，一些研究者放弃了用一个精确的定义统率课程研究的想
法，开始考察各种课程定义产生的背景及内涵。
施良方对“课程”进行了词源分析，归纳了六种类型的课程定义：①课程即教学科目；②课程即有计
划的教学活动；③课程即预期的学习结果；④课程即学习经验；⑤课程即社会文化的再生产；⑥课程
即社会改造。
　　我们再进一步从课程的内部结构来考察现代课程的含义。
由现代课程的理论研究知道，学校课程是由若干“课程要素”和若干“课程成分”所组成的。
“课程要素”是指在一定社会条件下促进学生成长所必需的认知经验要素、道德经验要素、审美经验
要素、健身经验要素；“课程成分”是指以“课程要素”为基础形成的，且是构成课程不可缺少的组
成成分：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实施活动方式、课程评价（通常简述为目标、内容、组织、评价
）。
构成课程的四种课程成分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它们必须协调地组合成一个整体
来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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