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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课程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课程是指学生在校期间所

学内容的总和及进程安排。狭义的课程是指学校开设的教学

科目的总和以及它们之间的开设顺序和时间比例关系。 2、

课程概念的内涵是什么？ 答、第一，课程是指学校中所要进

行的德、智、体、美等全面教育内容的总和。第二、课程不

仅包括各门学科、课内教学，也包括课外活动、家庭作业和

社会实践等活动。第三、课程不仅规定了各门学科的目的、

内容及要求，而且规定了各门学科设置的顺序和课时分配、

学年编制和学周的安排。 3、课程的分类主要有如下几种：

第一、按课程的设计形式，可分为学科课程和活动课程。学

科课程是按不同的学科划分门类，并按照知识的逻辑体系加

以设计的课程。活动课程也叫经验课程， 是从学生的活动经

验为中心设计的课程。第二、按学生选择课程的自主性，可

分为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必修课程是为保证所有学生的基

本学力而开设的，所有学生必须修习的课程。选修课程是指

学生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有选择地学习的课程。第三、根据课

程的任务，可分为基础型课程、拓展型课程和研究型课程。

基础型课程注重学生作为一个公民所必需的基础能力的培养

，是中学课程的主要组成部分。拓展型课程重点在于拓展学

生的知识与能力，开阔学生的知识视野，发展学生的特殊能

力，并迁移到其他方面的学习是。研究型课程注重培养学生

探究的精神、态度与能力。 第四、根据课程的制订者，可以



分为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 4、社会、知识和儿

童是制约学校课程的三大因素。 5、最早出现“课程”一词

的是英国教育家斯宾塞的著作《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之中，

含有引导学生继续前进并达到预期培养目标的意思。1918年

，美国学者博比特出版了教育史上第一本课程理论专著，标

志着课程作为专门研究领域的诞生。1949年拉尔夫。泰勒出

版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被公认为现代课程理论的奠基石

。他认为编制课程的四个基本步骤是确定目标、选择经验、

组织经验和评价结果。因此泰勒的课程编制模式又称为“目

标模式”。 6、现代比较有影响的课程理论是学科中心课程

理论、学生中心课程理论和社会改造课程理论。学科中心课

程理论主张课程的基本内容应是人类文化中最具学生性的知

识，课程的设置原则是学科知识的逻辑体系。学生中心课程

理论主张，以学生的兴趣和爱好、动机和需要、能力和态度

为基础来编程。具体有分三个流派，即以卢梭为代表的自然

主义课程论，以杜威为代表的儿童经验主义课程论、以罗杰

斯为代表的人本主义课程论。社会改造课程理论主张，把课

程的重点放在放在现实社会问题、社会改造和社会活动计划

及学生关心的社会问题上，应围绕重大社会问题来组织课程

内容。主要代表人物是美国学者布莱梅尔德和巴西学者弗莱

雷。 7、课程设计是指课程结构的编制，既包括课程体系结

构整体的编制，也包括具体课程的编制。课程计划是教育主

管部门制定的有关学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性文件，课程计

划由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学科顺序、课时分配、学年编制

和学周安排构成。 8、课程计划对中学教师的指导意义和要

求是什么？ 答：课程计划也是指导教师进行教学和其他活动



的依据，要求教师做到：第一、认真学习和熟悉课程计划，

了解中学教学和其他活动的全面安排和要求。第二、了解自

己任教学科开设的年级、顺序、教学时数，了解自己任教学

科在整个学科计划中的地位与作用。第三了解自己任教学科

与其他学科之间的联系与衔接。第四、综观学校教学、教育

全局，明确自己的任务与要求，有目的、有计划地组织好自

己的教学、教育工作。 9、如何理解和执行课程标准？ 答：1

、认真研究和把握课程标准。2、全面系统地理解课程标准

。3、严格执行课程标准。 10、简述教科书的作用？ 第一、

教科书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系统知识、进行教学的主要材料。

第二、教科书是教师进行教学的主要依据。第三、教科书是

统筹教学与各种活动的根据。 11、教师如何正确使用教科书

？ 答：第一、整体把握教科书。第二、重点设计教科书。第

三、充分利用教科书。第四、及时引进新知识。第五、适当

补充乡土材料。第六、指导学生充分运用好教科书。 12、简

述如何利用和开发课程资源？ 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的途径和

方法很多，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第一、进行社会调查。第二

、审查学生活动。第三、开发实施条件。第四、研究学生情

况。第五、鉴别校外资源。第六、建立资源数据库。 13、课

程实施是指把课程计划付诸实践的过程，它是达到预期的课

程目标的基本途径，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

面：第一、课程计划的本身的特性。一是可传播性，即向各

学校推行的程度。二是可操作性，即使用时的方便程度。三

是和谐性，即与流行的价值取向和行为方式之间的一致性程

度；四是相对优越性，即相对于原有课程而言新课程的长处

。第二、交流与合作。交流可以是课程编制者与实施者之间



的交流，也可以是实施者之间的交流。第三、课程实施的组

织和领导。第四、教师的培训。教师是课程实施过程中最直

接的参与者，主要取决于教师的素质和态度，要通过培训使

教师形成新课程的理念，掌握实施新课程的方法。第五、各

种外部支持。 14、课程评价是指对课程计划及其实施实际达

到教育目的的程度的价值判断活动，其内涵有： 第一、课程

评价的对象方兴未艾是多元的。第二、课程评价是一个动态

的过程。第三、课程评价必须对实现教育目的作出贡献。第

四、课程评价的直接意义是对被评价的课程提出质疑并为改

进课程指明方向。 15、课程评价的主要模式有：1、泰勒提出

的目标评价模式；2、美国斯克里提出的目的游离评价模式

。3、CIPP评价模式（第一背景评价、第二输入评价、第三过

程评价、第四成果评价）。第四、美国加里福尼亚大学提出

的CSE评价模式（第一需要评价、第二方案评价、第三形成

性评价、第四总结性评价） 16、新课程的主要理论基础是建

构语言的学习理论和多元智能理论。 17、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的基本任务是什么？ 答：以邓小平同志关于“教育要面

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推进素质

教育。 18、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是什么？ 根据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具体目标

是： 1、改变课程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的倾向，强调形成积极

主动的学习态度，使获得基础知识与基本技能的过程同时成

为学会学习和形成正确价值观的过程。 2、改变课程结构过

于强调学科本位、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 3、改变课

程内容“难、繁、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



强课程内容和学生生活以及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联系。4、改

变课程实施过于强调接受学习必备的基础知识和技能。 5、

改变课程评价过分强调甄别与选拔的功能，发挥评价促进学

生的发展、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功能。6、改变课程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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