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师与课程>>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教师与课程>>

13位ISBN编号：9787563381838

10位ISBN编号：756338183X

出版时间：2009-2

出版时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李小红

页数：3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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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师与课程>>

内容概要

　　本文借鉴解释（或理解）、建构和实践的思想，综合运用文献分析、理论思辨、历史研究、课堂
观察、访谈等方法，着重探讨了教师课程创生的内涵、合理性、理论基础、历史发展、表现方式与形
态、素质结构及其发展等问题。
　　“教师的课程创生”这一术语源于“课程实施的创生取向”，是指教师根据本地本校的实际情况
、自己的知识经验和能力优势、学生的兴趣爱好和发展水平等，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通过批判反思
而实现的对课程目标、课程内容、课程资源、课程意义和课程理论的持续的主动建构。
它主张教师有意识地变革课程的各要素以达到促进学生最大限度发展的根本目的，具有自觉性、批判
性和全程性等特征。
其核心思想是：教师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都应该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
当“教师的课程创生”这一理念被学界认可和教师践行时，课程领域将发生重大变革：课程观念将由
单一、封闭、静止走向多元、开放和动态建构；教师的课程角色将由忠实执行者走向反思性建构者；
课程运作的价值取向将由追求技术理性走向追求实践理性和解放理性。
　　教师的课程创生有其合理性。
从历史审视，美国新课程改革运动的失败给我们的启示之一就是只有教师作为主体并创造性地参与课
程发展，课程改革才能成功地推进。
从现实考察，教师创生课程是我国新课改的重要理念和迫切需要。
从学理分析，无论是为了弥补国家课程固有的局限性、适应我国教育发展不均衡的特征以及课程实践
不确定性、境域性的特征，还是为了实现学生的个性化发展和促进教师自身的专业成长，都要求教师
进行课程创生。
然而，在实践中，我国教师的课程创生却存在严重缺失和偏狭，具体表现为：教师对课程的忠实实施
及其批判性的失落；教师对课程的无意识改变及其自为性的缺失；教师在课程实施层面的创生及其偏
狭化。
因此，研究我国教师如何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如何创生和建构课程，进
而促进学生最大限度的发展，就显得十分必要。
　　基于我国教师在课程创生中存在的三大问题以及对北大附中数学特级教师张思明课程创生的成功
经验的案例分析，论文提出，教师课程创生有四种表现方式和形态：①课程目标的创生。
强调教师应由过分注重知识掌握转向确立以学生主体性发展为根本价值追求的课程目标。
②课程内容的创生。
包括对国家课程内容的调适、对国家课程内容的文化批判与重建以及学生生活世界中非文本课程内容
的开发。
③课程实施的创生。
一方面，教师应以教学对话为核心理念，通过与课程文本、与学生、与自我的对话，进而创生课程的
多种意义。
另一方面，教师应及时捕捉和充分利用生成性的课程资源，使课程实施真正成为一个动态生成的过程
。
④课程理论的创生。
教师的课程创生实践不仅仅是对公共课程理论直接应用的过程，也是教师个人课程理论创生的过程。
教师创生的个人理论具有很强的个人性、实践性、默会性与内隐性、综合性，但正是教师的个人理论
才真正地指导和直接地支配着教师的课程创生实践。
因此，教师应不断地发展自己的个人理论并使其合理化。
　　论文认为，教师的课程创生素质包括三方面的结构要素：①基础要素——动态更新、主动建构的
复合型知识结构以及以挚爱教育事业、有坚韧毅力和较高自我效能感为特征的人格结构。
②观念要素——树立课程与教学整合的观念和较强的课程意识。
③能力要素——批判反思能力和课程重组能力。
教师课程创生素质的养成，要求教师教育的价值取向由培养熟练的教育教学技术人员转向培养反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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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
由此，新型的教师教育应让教师主动参与公共教育／课程理论的学习，应让教师自觉反思教育／课程
实践，应让教师积极开展教育／课程行动研究。
此外，为了激发教师的课程创生并提升其课程创生素质，必须创建具有探究、合。
作和自由对话特征的反思性学校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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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小红，女，1976年7月生，重庆梁平人．2001年师从北京师范大学裴娣娜教授，2004年获教育学
博士学位。
现为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基础教育研究院副研究员、硕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是课程与教学理论、教师发展、科学教育。
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教育理论与实践》等权威和核心期刊上
发表论文近50篇。
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
规划教育学青年课题“城市小学与校外科技场馆在促进学生科学学习中的伙伴关系研究。
、教育部人文社科一般项目“小学科学教师自主发展研究”、北京市专项课题“密云县小学骨干教师
脱产研修”，以及横向课题“提升明德小学教育质量”之“管理者素质提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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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一、释题二、论题的缘起（一）历史的教训：美国新课程运动失败的启示（二）现实的依据：我
国新课程改革的成功推进需要教师进行课程创生（三）逻辑的剖析：教师课程创生的合理性辩护（四
）研究现状的考察：教师课程创生的专门系统研究缺乏三、论题的意义四、研究的主要问题与基本思
路第一章 教师课程刨生的内涵与理论基础一、教师课程创生的本质（一）教师的课程创生：从“课程
实施的取向”谈起（二）教师的课程创生：超越“课程实施的创生”二、教师课程创生的理论基础（
一）解释或理解的思想（二）建构的思想（三）实践的思想三、教师课程创生将带来课程领域的三大
转向（一）课程观念的变革：由单一、封闭、静止走向多元、开放和动态建构（二）教师课程角色的
嬗变：由忠实执行者走向反恩性建构者（三）课程运作价值取向的转型：由技术理性走向实践理性和
解放理性第二章　中外视野下的教师课程创生一、西方视野下的教师课程创生（一）历史追溯（二）
几点启示二、中国视野下的教师课程创生（一）历史追溯（二）目前的问题第三章　教师课程创生的
实证研究——一个典型案例的分析一、实证研究的对象、方法和思路（一）实证研究的对象（二）实
证研究的方法（三）实证研究的思路二、实证研究的结果：张思明数学课程创生的特色（一）数学课
程目标：发展学生的创新能力和数学应用意识（二）数学课程内容：文本、生活与文化的互动（三）
数学课程实施：促进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四）数学课程研究：发展自己的个人理论三、实证研究的
结论附录附录一　北大附中高一年级“数学建模”课程的参考选题附录二　　NBA常规赛赛程的合理
安排第四章　教师课程刨生的表现方式与形态一、课程目标的创生（一）课程目标的五种价值取向（
二）教师课程创生的目标定位：学生的主体性发展二、课程内容的创生（一）国家课程内容的调适（
二）国家课程内容的文化批判与重建：保持一元与多元的张力（三）学生生活世界中非文本课程内容
的开发三、课程实施的创生（一）以教学对话为核心理念，实现课程意义的创生（二）及时捕捉和充
分利用生成性的课程资源四、课程理论的创生：教师发展合理的个人理论（一）教师个人理论的内涵
（二）教师个人理论的必要性（三）教师个人理论的特点（四）发展合理的教师个人理论第五章　教
师的课程创生素质及发展一、教师课程创生素质的内在结构要素（一）教师课程创生素质的基础要素
：知识结构和人格结构（二）教师课程创生素质的观念要素：以课程意识为核心（三）教师课程创生
素质的能力要素：以批判反思能力为核心二、改革教师教育，提升教师的课程创生素质（一）教师教
育价值取向的转型：由培养技术人员走向培养反思性实践者（二）教师教育如何培养反思性实践者三
、创建探究、合作、自由对话式的学校组织文化，激发教师的课程创生（一）学校组织文化之说（二
）使教师对课程的反思性建构不可能的三种学校组织文化（三）使教师对课程的反思性建构成为可能
的学校组织文化（四）使教师对课程的反思性建构成为可能的学校组织文化的创建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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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教师课程刨生的内涵与理论基础　　在导论中，笔者已经简单地谈到教师课程创生的内涵
，这里，将进一步深入分析“教师课程创生”的本质、理论基础及其给课程领域带来的新变革和新图
景。
　　一、教师课程创生的本质　　导论中已经多次提到，“教师课程创生”这一命题和提法源自西方
学者对“课程实施取向”的关注和研究。
“教师课程创生”命题的提出，使教师由课程实施的创生走向课程实践、课程运作全过程的创生，进
而由课程实践的创生走向课程实践与课程理论并重的创生。
　　（一）教师的课程创生：从“课程实施的取向”谈起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以为，只要课程改
革计划完善，就可以自然地在实施过程中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标。
然而，许多重大的课程改革不是昙花一现、中途夭折，就是实施的效果与预期的目标相距甚远。
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新课程改革运动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美国60年代编制了大量新课程，以图解决教育中的一些问题，尽管当时这些课程在教育界被普遍看
好，但结果发现，大多数新课程并没有被采用，或者在采用时完全走样了。
”①反思这一现象，人们发现，“精心的设计是良好课程的必要条件，但非充足条件，如果教师没有
知觉到计划的要求以及如何在教学实践中运作，那么一切都是徒劳的”，“只有当教师在真实的课堂
中与真实的学生一起实际地实施了，（良好的课程）计划才会变成现实”②。
否则，课程设计得再好，如果在实践中得不到真正的实施，其意义和价值也就无从彰显。
可以说，一些理想的课程改革之所以会以失败告终，原因之一就是：课程改革的倡导者过多地陶醉于
描绘课程的理想蓝图和计划，而对课程理想和计划的具体实施过程关注不够。
正是在这种反思的基础上，20世纪70年代以来，作为课程实践和课程运作重要环节的课程实施引起了
西方课程学者的研究兴趣，并逐步成为西方课程学者关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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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师是课程的反思性建构者，应在整个课程运作过程中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
从历史、现实和学理的角度审视，教师的课程创生都有其合理性。
教师的课程创生涉及四个方面：目标创生强调教师应由过分注重知识掌握转向以学生主体性发展为根
本价值追求；内容创生包括对国家课程内容的调适、对国家课程内容的文化批判与重建以及学生生活
世界中非文本课程内容的开发；实施创生要求教师一方面以教学对话为核心理念生成课程的多种意义
，一方面及时捕捉和充分利用生成性的课程资源；理论创生要求教师不断发展自己的个人理论并使其
合理化。
课程创生对教师的观念、知识和能力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种要求不是对技术人员的要求，而是对
反思性实践者的要求。
为激发教师的课程创生并提升其课程创生素质，必须创建具有探究、合作和自由对话特征的反思性学
校组织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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