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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1世纪知识经济时代，各国间的激烈竞争归根结底是民族素质的竞争。
当代教育改革浪潮中，各国无不更加关注学生综合知识的掌握、智力的开发、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
培养。
　　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在脑科学研究成果和现代教育理论的基础上。
纷纷倡导动手动脑的、探究性的、综合性的、实践性的活动类课程，以加强学生主动性和能动性的学
习，使学生培养起适应社会和科技发展的态度和智能。
欧美诸国“主题探究”活动与“设计学习”活动，日本在新课程体系中专设的“综合学习时间”和我
国台湾的“综合活动”等，这些都预示着国际教育发展的总趋势。
　　2001年教育部颁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纲要》确定了我国符合素质教育要求的新一代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为发展学生个性、适应社会发
展和科技进步，根据不同年龄学生的认知规律，优化了课程结构，调整了课程门类，更新了课程内容
，改革了课程管理制度。
为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彻底打破“三中心”(教师、课堂、书本)的传统教育模式，斯的基础教育课程
体系，在改革学科课程的同时，明确规定：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其内容主
要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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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与教学论》从课程和教学视角出发，阐述了基础教育中的新型课程——综合
实践活动的性质、特点、目标、教学模式、设计与实施评价体系等与教育、教学各个环节的相互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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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分”“合”问题　　课程和教学是教育大系统中互动的两个子系统，对
它们分别进行研究而形成的理论体系一一课程论与教学论，是教育科学理论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
　　本节的开头，已经提及教学论比课程论早诞生200多年。
在课程论诞生前，对课程的理论研究是“合”在教学论中的；课程论诞生后，课程论与教学论“分”
属教育科学的两个学科。
把它们分学科进行研究，有利于在子系统内建立较为完善的理论体系。
　　但是，回顾人类走过的教育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发现，课程与教学虽然分属两个子系统，但无时
无刻不在相互伴随，相互影响，相互渗透。
以美国20世纪50年代末，布鲁纳的学科中心课程论为例，可以看出，课程论中一直就渗透着教学论的
因素。
分析学科中心课程论的主要内容，即可证实这一点。
　　(1)课程的内容--教什么?这是最重要也是最为人重视的内容。
布鲁纳认为课程内容应当是学科的基本结构，“不论我们选教什么学科，务必使学生理解学科的基本
结构”。
基本结构对于受教育者认识结构的发展是最有价值的。
因为对知识的“基本结构”的学习正是人的认识结构连续不断的构造过程。
　　(2)课程的设置--什么时候教?也是课程必须解决的问题。
布鲁纳认为，“基本结构”与学生的认识水平相一致，学习要符合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认识结构的
不同特点，注意学习内容的呈现和安排的方式。
　　(3)课程的实施--怎么教?布鲁纳认为，“基本结构”的构建是不能单纯地靠教师传授的，因为学习
是主体认识结构的建构过程，离开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是无法获得的。
这便是他提出的著名“发现法”的缘由：让学生自己积极、主动地进行学习思维活动，从而掌握基本
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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