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课程发展的伦理审视>>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学校课程发展的伦理审视>>

13位ISBN编号：9787511216687

10位ISBN编号：7511216684

出版时间：2011-10

出版时间：光明日报出版社

作者：岳刚德

页数：285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学校课程发展的伦理审视>>

内容概要

　　“成”人是中国传统教育的基本功能和目标追求，也是现代学校课程发展的终极目的。
于是“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如何才能成人”作为两个困惑学校教育目的制订和路径选择的难题始
终交织在一起。
《学校课程发展的伦理审视》运用伦理学的视角考察了当代学校课程发展的理论原点、知识选择、价
值判断、权利诉求和制度保障等基本问题。
作者以“自然人、知识人、道德人、艺术人和宗教人”作为课程主体的人性假设，在探讨了知识、伦
理与课程发展之间的内在逻辑之后，试图从学理上求证以“知识、道德和人格”作为学校课程目标的
合理性、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回答了在现代公民社会中通过教育“成”人实现课程主体人性发展和
完善的必然性与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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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岳刚德，男，1968年生，四川闽中人，化学工学硕士，教育学博士，浙江大学教育学博士后。
曾担任高中化学课程教师九年。
现为杭州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员、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硕士生导师。
2009年12月被提名为国际课程研究促进协会（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urriculum
Studies， IAACS）委员。
2006年获上海市普通高等学校优秀毕业生荣誉称号。
2005年获华东师范大学优秀博士生培养基金资助。
已在国内教育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十多篇，主要代表论文有“课程本体意义初探”、“论课程的丰富
性”、“自由是一切创新不竭的动力和源泉”、“现代课程概念重建历史：从知识、经验到结构”以
及“论自由学习和学习自由”等。
为本科生开没的课程有教育学、化学学科教学设计和有效教学等。
主要研究领域为课程与教学论、科学教育、公民教育、教师教育和课堂教学评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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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常识的普遍性也即是常识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与日常生活中一定范围内的普通人相联系，因而
这种共同性又表现出相对性，它根据时代、地域、社会生活状况和相关人群一般知识水平的不同而呈
现不同的普遍程度。
由于常识的形成过程是人类长期经历和应对各种各样的生活情境而积淀下来的生活智慧，因而最普遍
的常识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所具有，不具有常识的人则无法在这一共同体中正常交往和生活。
但是，由于人类生活时空的局限以及日常交往交流的有限性，在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层次、范
围和意义深度使得个体个人生活经验带有自身无法克服的局限性，表现出日常生活经验在知识维度包
含的部分相对真理以及部分的错觉和误解的经验主义观念。
其中，内含部分相对真理的常识成为人类认识向真理运动发展的起点，并通过知识生产和传播促进人
类文化的交流；同时，那些涵括错觉和误解的经验主义观念则可能成为人类认识发展的阻力，甚至在
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扼杀真理。
因此，常识的普遍性与其局限性总是交织在一起的。
　　常识不需要推理或证明，它是被“直接”知道的。
因为如果它需要通过推理或证明来获得，它就会因一般大众中有人不具备思辨、推理的能力并由此引
起争论和分歧从而不能被人们普遍理解和接受。
由于常识的这种“直接性”，它有时被看作是“直觉的”或“本能的”。
同时，由于人作为类本质的存在，个体的日常生活必然与共同体建立丰富多样的联系，这种联系可能
是因为情感、知识或信仰的需要而暂时建立。
但是，在建立联系的过程中，随着个体的主体性介入必然在真实、独特、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习得具有
个人知识意义的日常经验，而常识则是这种日常经验知识不可或缺的有机构成。
因而，在这种意义上讲，常识具有不可言明的默会向度，它不需要推理或证明，甚至它本身无法经推
理或证明而得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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