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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几种不同的课程观1．课程是知识这是一种比较早、影响

相当深远的观点，也是比较传统的观点。斯宾塞的“什么知

识最有价值”的思想，已经表达了将课程看做知识的倾向。

可以说，在世界范围内，近代的课程体系主要是在这种观点

影响下建立起来的。这种课程观目前仍然是最具代表性和广

泛性的。中小学普遍实行的学科课程及相应的理论，就是这

种观点的表现。这种观点的基本思想是：学校开设的每门课

程都是从相应科学中精心选择的，课程体系是以科学逻辑组

织的，并且按照学习者的认识水平加以编排；作为知识的课

程通常特别强调课程计划（教学计划）、课程标准（教学大

纲）、教科书等所谓看得见、摸得到的客观存在物；课程是

社会选择和社会意志的体现；课程是既定的、先验的、静态

的、外在于学习者的；学习者服从课程，在课程面前是接受

者的角色。从心理基础而言，这样的课程主要关注并依赖学

习者的认知品质和过程。2．课程是经验这种观点主要是在对

于前一观点的批评和反思基础上出现和形成的。人们发现，

将课程看做知识，很容易导致“重物轻人”的倾向，即强调

课程本身的严密、完整、系统、权威，却忽视了学习者的实

际学习体验和学习过程。而且，尽管从课程是知识的认识出

发，课程似乎能够设计编排得十分合理，但在事实上却往往

并不能保证达到它的预期效果。这样的问题，几乎在各个国

家的不同时期都被人们注意到和批评过。于是人们提出，实



际上，只有那些真正为学生经历、理解和接受了的东西，才

称得上是课程。也就是说，只有当学生与知识发生了相互作

用，知识才可能真正转化为课程。于是，许多人在谈到课程

时开始使用“经验”这一概念，并且进一步认为课程就是学

习者本身获得的某种性质或形态的经验。当课程被认为是经

验时，一般特点在于：课程往往是从学习者角度出发和设计

的，课程是与学习者个人经验相联系、相结合的，强调学习

者作为学习主体的角色。从心理基础而言，这样的课程跳出

了单纯认知的范畴，强调和依赖学习者个性的全面参与及主

动性、积极性、选择性、感情、兴趣、态度等。课程不是外

在于学习者、凌驾于学习者之上的，学习者的角色是参与者

和组织者。3．课程是活动这一课程观认为，将课程理解为学

科知识，教师容易把握，但也容易导致“见物不见人”的倾

向；把课程理解为学习经验，有利于解决“教育中无儿童”

的问题，但教师又感到迷惘，不知如何操作。走出这种两难

困境的惟一办法是：改变传统的非此即彼──要么是主观学

习经验，要么是客观学科教材──的思维方式，将视角转向

二者的交合处──活动，从活动的角度看待和解释课程。这

种课程观强调学习者是课程的主体，注意学习者的能动性，

强调以学习者的兴趣、需要、能力、经验为中介实施课程，

从活动的完整性出发，突出课程的综合性和整体性，反对过

于详细的分科，重视学习活动的水平、结构、方式，特别是

学习者与课程各因素的关系。从心理基础而言，这种课程也

强调全面性，即除了认知过程之外，学习者的其他心理成分

同样是实施课程必须考虑的。综上所述，课程就是受教育者

在教育者的引导下所获得的经验，这些经验是教育者按照一



定社会的需求和受教育者的身心发展水平，有计划、有目的

地组织安排的。从目前而言，“课程是经验”的观点更加符

合我国小学课程改革和发展的需要。（二）课程论顾名思义

，课程论就是研究课程的专门理论。大体说来，课程论从内

容上可以分为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关于课程基本理念

方面的探讨，是人们对于课程的最根本的认识，通常由一些

思辨性较强的题目，以及相应比较概括化和抽象化的理论性

观点及其说明、论证构成。例如，课程的终极目标是什么？

课程的基本价值是什么？课程的实质是什么？课程的结构应

当是什么样的？课程的内容应当包括什么？等等。第二个层

面，是关于课程设计或编制方面的探讨，这通常是由一些操

作性很强的要求、步骤、原则、方法等的说明和规定构成。

例如，课程的具体目标怎样建立？课程的结构如何确定？课

程的内容怎样规划？课程的实施如何展开？课程的结果如何

评价？等等。毫无疑问，完整的课程论应当是包括以上两个

部分的内容，也就是能够兼顾所谓理论性和应用性的，但从

理论研究和发展的实际来看，这样两个层面往往又是分离的

，某些研究侧重于基本理念方面，另一些研究侧重应用方面

。二者既相互联系，又有相对独立性，当然更多情况下是相

互交叉的。二、课程的理论基础（一）课程的哲学基础在课

程的各种理论基础中，哲学对于课程的影响最为长久、最为

深刻。这主要是由于哲学本身的特性所决定的。一般说，哲

学对课程的影响有两个层次。一是本体论层次。在这个层次

上，哲学对于课程的影响是与对整个教育理论的影响一致的

，以特定的哲学理论关于自然、社会、人的学说诠释教育活

动的性质、意义，并且贯彻到课程领域，表现为形成关于课



程的各种基本理念：课程是什么、课程的基本价值和终极目

标，等等。二是方法论层次。随着哲学的发展和课程论本身

的发展，哲学在这个层次上对课程的作用逐渐增加，尤其是

在认识论领域。人们是如何与外部世界发生认识关系的？知

识的本质是什么？人与认识对象之间存在什么样的联系？等

等。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课程的具体面貌，从

内容的选择到形式的决定。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

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