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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以综合性大学本科课程为例，沿循走向创新时代的大学课程遭遇了什么问题的挑战及怎样变革这
一线索展开研究，先探讨课程与大学课程的涵义，进而比较分析美国、德国、日本的大学课程变迁历
史、现实状况和发展趋向，细致剖析了国内三所综合性大学课程的基本情况、现存问题和影响因素。
最后讨论确立培养具有创新素质人才目标中的基本关系，归纳大学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的原则，探索
了大学课程实施的功能、模式和大学课程评价的具体内容与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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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诚如首届世界高等教育大会通过的《21世纪高等教育：展望和行动世界宣言》所指，大学“面临
极大的挑战，应当经受前所未有的变革和革新”；而课程发展是其中人所共知的核心内容之一。
本书即从课程入手，以综合性大学本科课程为例，坚持历史与现实、国际与本土、专题与综合、理论
与实际结合的方法，分四个部分，探索走向创新时代的大学课程遭遇了什么问题的挑战及怎样变革这
一研究课题。
　　第一部分含导言和第一章，为本书的基础理论研究。
导言陈述“走向创新时代的大学课程发展”研究的背景、意义、思路与方法；第一章先评介课程发展
史上视课程为学科（或学程、教材）、计划（或目标）、经验等三类具有代表性的定义，然后界说课
程与教学两个密切联系的概念、理清课程与教育及正规学校教育之间的关系，进而初步提出对课程概
念的认识。
在此基础上，回顾我国大学教育理论界的课程有关观点，推演大学课程的含义，综述大学课程系统中
目标、内容、实施、评价等组成要素，形成本书以后各章的分析框架。
　　第二部分指第二章，为本书的国际比较研究。
按国别从北美洲、欧洲、亚洲选取三个比较典型也是重要的国家一一美国、德国、日本的大学课程为
比较分析对象，分别简要回溯它们大学课程的历史变迁，陈述大学课程的现实情况，梳理大学课程的
发展趋向，为后面课程改革与发展的理解和认识提供参照与借鉴。
　　第三部分即第三章，为本书的现状调查研究。
先说明调查的目的、方法和范围，接着以第二章为参照，分析了三所综合性大学课程的基本情况，整
理、解析了调查问卷背后的事实状况，揭示了大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一一课程目标上，重视认知，忽
视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同时，认知目标褊狭、畸形化。
课程内容选择上，所选课程内容的新颖性程度不够、人文教育和通识教育方面内容薄弱、实践性内容
不足、基础方法欠缺、政治课内容急需改善。
课程内容组织上，一些基本关系未曾理顺，修习制度和修习方式过于“刚化”，弹性不足。
课程实施方面，急需对课程实施的本质再认识，对各种方法的优缺点、着重点进行深入分析、理解和
把握。
课程评价方面，现行课程实施效果在质和量之间出现偏差；课程评价本身内容不全、方式单一，有待
全面理解评价内涵，补充与落实相关方法。
这些是构成第四、五、六章的依据之一。
　　第四部分由第四、五、六章组成，在前三章的基础上分别进行针对性探析并提出相应的初步建议
，为本书的综合对策研究。
第四章从社会发展、知识进步、人的实现三个视角找到当代共同特质一一“创新”需求，诠释“创新
”概念内涵及教育学意义，确立培养具有创新素质人才的课程目标，简论此目标设计中附庸与主体、
安稳与风险、集中与自由、合作与竞争、平等与效率、名与实、单一与多元、守成与发展、封闭与开
放的关系。
第五章重新审视了“知识”概念的含义，梳理了知识论的新进展；剖析了知识性质的三大转向，即从
坚持知识普适性到重视情境性、情境性与普适性相联系的调适性，从强调知识的客体性到突出主体性
、主体性与客体性相结合的主客间性，从重视知识的超脱性到关注价值性、价值性与超脱性相协调的
建构性；依据知识性质的时代转向及前述课程目标的时代需求，针对大学课程内容现存问题归纳出九
条课程内容选择与组织的原则。
第六章前一部分列出了课程实施的功能，进一步探索课程实施的本质；在把握这样本质的前提下，重
构课程实施观念，以探究性教学为例讨论课程实施模式，评述七种常用课程实施方法的优缺点及操作
要点。
后一部分探析了课程评价的模式、内容及具体形式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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