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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受教育部师范司委托编写的一本课程与教学论教材，供高等师范院校教育专业使用。
　　20世纪90年代以后，课程与教学研究在国内开始受到重视，课程与教学理论书籍不断问世，一些
课程与教学论方面的教科书也相继出版。
在这种情况下，再要编出一本有自己存在价值的课程与教学论教科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阅读、查寻、上网搜索了国内外已有的大量研究资料，并多方听取本教材拟使用对象的意见，几
经讨论和修改，力图使之具有新意。
这也正反映了我们对其存在价值的追求。
　　作为“概论”，我们首先侧重于抓住课程与教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
我们着重探讨了有关课程与教学的9个基本问题：课程与教学的涵义、关系以及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历
史发展，课程与教学的政策，课程与教学的目标和内容，课程与教学的开发和设计，课程与教学的组
织，课程与教学的实施，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课程与教学的评价，当代课程与教学的研究。
其次，我们采取“靠船下篙”的形式，就事论事，以理清问题或思路为本，不迂回，少“插曲”，追
求简明和概括。
　　作为教材，我们首先把立足点置于通俗性之上。
我们认为，使用这本教材的学生，其主要目的不是要成为课程与教学论专家，而只是希望了解课程与
教学的基本理论，以此作为思考课程与教学问题的起点及实际进行课程与教学活动的动力。
所以，我们力求避免采用培训教育理论专家的表述方式，而是注意使用明晰、易懂的语言来陈述课程
与教学的理论，让理论不再那么高傲不驯，以推动教育理论的通俗化。
其次，我们试图增强教材自身的研究功能，发挥其弓I导学生思考、研究和活动的广泛作用。
正是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在各章内容之后，专门列出了“问题与思考”、“研究与活动”和“推荐
阅读书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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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与教学概论》是受教育部师范司委托编写的一本课程与教学论教材，供高等师范院校教育
专业使用。
　　作为“概论”，我们首先侧重于抓住课程与教学的一些基本问题，而不是面面俱到。
我们着重探讨了有关课程与教学的9个基本问题：课程与教学的涵义、关系以及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历
史发展，课程与教学的政策，课程与教学的目标和内容，课程与教学的开发和设计，课程与教学的组
织，课程与教学的实施，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课程与教学的评价，当代课程与教学的研究。
其次，我们采取“靠船下篙”的形式，就事论事，以理清问题或思路为本，不迂回，少“插曲”，追
求简明和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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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课程与教学概述第一节 课程与教学的涵义一、课程（一）课程的词源分析（二）课程定
义的基本类型（三）课程的定义及其发展二、教学（一）教学的词源分析（二）教学涵义的规定性（
三）教学的本质涵义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一、课程研究的历史发展（一）课程研究的阶
段及特点（二）当代课程理论构建方式二、教学研究的历史发展（一）教学研究的早期发展（二）教
学理论形成的基本阶段（三）当代教学论的发展轨迹第三节 课程与教学的关系一、课程与教学关系概
述（一）课程与教学关系研究的主要观点（二）课程与教学分离的原因分析（三）对课程与教学关系
的理解二、课程理论与教学理论的关系（一）课程理论与教学理论统一于课程与教学实践（二）课程
理论与教学理论是并行于教育学体系内的两门下位学科（三）课程理论与教学理论互为存在与研究的
理论基础第二章 课程与教学政策第一节 课程与教学政策概述一、课程与教学政策的涵义二、课程与
教学政策的特征（一）行为的准则性（二）目标的针对性（三）实施的程序性（四）载体的规定性（
五）内容的法定性三、课程与教学政策的研究意义及作用（一）课程与教学政策是课程与教学理论的
重要内容（二）课程与教学政策是教育实践的保证（三）课程与教学政策是理论与实践的中介第二节 
课程与教学政策的类型及价值取向一、课程与教学政策的类型及特征（一）中央集权型（二）地方集
权型（三）学校自主型二、课程与教学政策的价值取向（一）中央集权型的价值取向（二）地方集权
型的价值取向（三）学校自主型的价值取向三、理想的课程与教学决策模式（一）“课程共有”的涵
义（二）“课程共有”的权力分配第三节 当代我国课程与教学政策一、当代我国课程与教学政策的形
成与发展（一）完全中央集权型阶段（二）以中央集权型为主、中央集权与地方集权并行的阶段（三
）中央集权、地方集权与学校自主型相结合的“新阶段”二、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政策的特
点[附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第三章 课程与教学的目标和内容第一节 课程与教学的目标一
、课程与教学目标概述（一）课程与教学目标的涵义（二）课程与教学目标的功能二、课程与教学目
标的价值取向（一）普遍性目标（二）行为性目标（三）生成性目标（四）表现性目标三、课程与教
学目标的制定（一）课程与教学目标制定的基本依据（二）课程与教学目标制定的基本环节第二节 课
程与教学的内容一、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涵义与取向（一）课程与教学内容的涵义（二）课程与教学内
容的取向二、课程与教学内容的选择与编排（一）课程与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依据（二）课程与教学
内容选择的标准（三）课程与教学内容的编排原则（四）课程与教学内容选择的基本环节第四章 课程
与教学的开发和设计第一节 课程开发及其模式第二节 课程设计及其取向第三节 教学设计及其模式第
五章 课程与教学的组织第一节 课程组织的涵义和准则第二节 课程组织的基本取向第三节 课程的组织
结构第四节 教学组织第六章 课程与教学的实施第一节 课程实施第二节 改善课程实施的策略：课程行
为研究第三节 教学过程第四节 教学方法第七章 课程与教学的改革第一节 课程改革及其基本问题第二
节 当代中外课程改革第三节 教学改革及其要基本概念第四节 当代中外教学改革第八章 课程与教学的
评价第九章 当代课程与教学研究透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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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理想的课程与教学决策模式　　课程与教学决策是课程与教学政策的核心问题，课程与教学
决策是基于对教育目的和手段的判断而对课程与教学的设计和实施作出的决定和指示。
而理想的课程与教学决策模式应当是“课程共有”。
　　（一）“课程共有”的涵义　　所谓“课程共有”，包含3个方面的含义：一是指课程权力的共
有，即各种不同主体在课程权力分配上的一种理想的关系--国家、地方和学校之间，教育行政人员、
教育理论研究者和教育实践者之间以及教师、学生和家长之间在课程与教学权力及其相关问题上，原
则上可以成为“朋友”关系而非单向的命令与执行关系，这是在社会范围内形成课程认同及课程参与
意识的重要保证。
二是指制定课程与教学政策的一种全新的“超越论”价值观，即超越中央集权型课程与教学政策“统
一论”价值观和地方分权型课程与教学政策“适应论”价值观，以及学校自主决策型课程与教学政策
“特色论”价值观的各自局限，并融合其长处，这是解决长期以来课程与教学政策中课程权力集权与
分权二元对立思维的前提，也是理想课程与教学政策制定的关键。
从课程与教学权力分配来看，是对课程与教学权力下放的一种导向，因为在课程与教学政策制定与实
施中，处于“优势”地位的中央政府如果不将集权的课程与教学权力下放的话，就难以调动地方、学
校、教师等进行课程与教学改革的积极性与责任感。
“课程共有”是在反思已有的中央集权型、地方分权型以及学校自主型课程与教学政策制度模式弊端
的基础上提出的。
　　（二）“课程共有”的权力分配　　课程与教学权力分配涉及多种层次、多个方面，其中既有来
自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力量，也有来自学校的力量；既有来自教育行政人员的力量，也有来自课程
专家（理论工作者）与课程实践者的力量。
无论是集权型课程与教学政策还是分权型课程与教学政策，它们的课程与教学权力分配分别走向了两
个极端，因而未能充分实现与课程密切相关的各级政府或各类人员的课程权力最优配置状况，有着各
自的弊端。
实际上，各类组织及个人都应在赋予一定的课程与教学权力的基础上，对课程与教学权力所包含的不
同成分进行合理而明确的分工，以形成相应的合力，共同完成理想课程与教学政策的制定及其实施。
由此可见，课程由国家高度集中统一走向中央、地方、学校等共同开发管理的过程，也就是“课程共
有”课程与教学政策逐步实现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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