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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国新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
教育部在进行大量国际比较、调查分析、总结经验的基础上，制定了我国2000-2010年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纲领性文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这份改革文件明确了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的素质教育的基本理念，以此来规范课程改革的理论研究
和实践探索活动，并最终构建起一个开放的、充满生机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基础教育课程体系
。
使每个学生都得到发展是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指针，这实际上意味着课程理念和教育方式的转型
：由精英主义教育转向大众主义教育。
当然，也要求课程开发模式的转型，其具体指标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1）构建一套具有前瞻性和
可操作性的课程教材体系；（2）形成一支善于攻坚、结构均衡，既有国际学术视野，又有本土实践
经验的课程理论研究队伍；（3）构筑具有典型性和示范性的新课程实验学校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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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课程论（新版）》是在《现代课程论》（上海教育出版社1986年版）的基础上重新编写的
。
《现代课程论(新版)》分两大部分，共九章。
第一部论述“课程理论与课程研究”（1-7章），第二部分论述“课程改革与学校文化”（8、9章）。
作者力图贴近国际课程研究的前沿，贴近我国课程改革的实践，勾画课程理论的发展轮廓，着重向读
者介绍当代最有影响的课程学说及其基本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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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新学科的出现　　19世纪以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进展冲决了课程中的古典主义或人
文主义的垄断，同时，被称为“近代人文科”的新的学科，诸如现代国语、历史、地理等，被引进课
程的倾向显著起来。
　　在课程中纳入现代国语，可以说是感性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兴隆的产物。
现代国语的使用，在感性现实主义者们所主张的具体事物的正确学习中是有效的。
科学家必须以现代国语去抵制希腊语和拉丁语一类古典语的倾向开始出现了。
现代国语最初并未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开设，而仅仅是作为教学用语使用的。
到了下一阶段，现代国语才引进课程。
现代国语在课程中占有地位，是在民族主义勃兴的19世纪以后。
19世纪之前，拉丁语在课程中占有牢固的地位，尤其是在基督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拉丁语是作为一
般语言通用的。
19世纪开始，国家本身被视为社会结合的中心，因而高度评价在各国人民的相互理解上起作用的国语
的价值。
这样，各国都通过本国语，让儿童学习国民文学、国民音乐、国民习俗，在发扬民族主义精神的同时
，努力培养爱国精神。
　　同发扬爱国精神紧密相关的课程是历史。
在19世纪，历史还是仅限于通过希腊、罗马的文学来学的。
一般的历史尚未在课程中取得独立的地位。
直到19世纪后半叶，基于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强烈要求，历史脱离文学后才在课程中占有了独立的
地位。
赫尔巴特把教育的目的放在道德性格的形成上，他认为，历史和文学是人类知识的主要源泉，是同自
然科学知识一起构成课程的基干的。
　　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尝试把公民生活的问题纳入课程，即把“伦理、道德”作为一门学科来设置
。
在美国，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则在课程中设置了“公民科”，但其内容仅限于行政组织的分析。
公民科成为直接地联系公民生活的学科，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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