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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以来，人文学科的发展大抵是以反思启蒙运动以降日益膨胀的“技术理性”为其特征的。
在课程与教学领域，技术理性的宰制也早已为人所诟病，以致20世纪70年代以来，该领域的研究重心
逐步转向追寻课程与教学的本真意义。
　　技术理性对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宰制是极具破坏性的。
在由其程式化性格所构架的思想框架中，课程因被窄化为“公共的知识”和“预设的计划”屏蔽了儿
童与其生活的交往；教学因被固化为知识传递的特定程序与步骤泯灭了师生的探究性和创造性；学习
因被矮化为机械的接受和训练放弃了儿童应有的自主且负责任的创造性行为。
概而言之，上述在我国课程与教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的概念框架的核心问题在于目中无“人”，无视
教育对象——儿童的存在，呈现出典型的“见物不见人”的颠倒现象。
更为可悲的是，技术理性强化了课程与教学的工具价值，漠视其内在价值，课程与教学由此被彻底功
利化。
一方面课程与教学失去其主动性和尊严性而沦为政治和经济的工具，另一方面，对实利知识和技能的
专宠导致纯粹的才智作为精神的假象掩盖了人类精神的匮乏。
人类尊严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悄然退隐，无可避免地导致工具性的曲解行为在现实中恣意妄为。
课程与教学由此愈来愈远离教育的本真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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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纪之交，随着新课改的有力推进，随着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关于课程知识的各话语、声音不断
冲突、碰撞，给人以一种异彩纷呈之感。
但许多相关研究似乎仍属于一种“外推式”而非“内生式”研究，缺少一种教育学的内在学科立场和
内在理路。
　　从生存论理视角审视课程知识，课程知识再也不是等着儿童去占有的干瘪的知识点，在更基础层
面上，它直接构成了教育活动中儿童实而具体的生存境域，与儿童的语言、身体、精神自由、自我生
成等等有着紧密与微妙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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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课程知识的教育学属性追问　　课程知识的教育学属性，即被纳入到教学活动过程之中的
课程知识区别于处在教学活动领域之外的一般性知识经验的教育学内在规定性，也即课程知识与一般
性知识的划界问题。
只有明确地确立起这一问题意识，才能使我们对课程知识的研究扎出自己的根，而不至于流落为一种
“泛知识论哲学”、“泛知识社会学”、“泛心理学”的研究。
因此，这一问题是我们立足于教育学的学科内在立场，以一种“内生式”而非“外推式”的研究方式
展开对课程知识探讨所必然要确立并要努力去解决的一个原点件问题。
　　一、“课程知识”及其相关概念的必要澄清　　作为课程研究领域中的一个新兴概念，也作为本
研究的一个核心概念，“课程知识”这一提法及其内涵似乎并不允许我们用三言两语把它随意打发过
去，尤其是在当前教育领域中对这一概念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提法的情况下，更有必要对此加以必要的
澄清和分析，这不仅方便本论题的后续讨论，而且也有助于凸显课程知识的教育学属性。
　　在教育研究领域内部，不同的研究者立足于自己具体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对“课程知识”及
其相关概念存在各种不同提法，这些提法之间，有的看似名称表述不同，但涵义却相近甚至一致，而
有的虽然名称表述相同，但涌义却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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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从生存论视角审视课程知识，课程知识再也不是等着儿童去占有的干瘪的知识点，在更基础层面
上，它直接构成了教育活动中儿童真实而具体的生存境域，与儿童的语言、身体、精神自由、自我生
成等等有着紧密与微妙的联系。
　　世纪之交．随着新课改的有力推进．随着相关研究领域的新进展，关于课程知识的各种话语、声
音不断冲突、碰撞．给人以一种异彩纷呈之感。
但许多相关研究似乎仍属于一种外推式而非内生式研究，缺少一种教育学的内在学科立场和内在理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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