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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目标(一)课程目标与教育目的、培养目标、教学目标

的关系1．教育目的它是指一定社会培养人的总要求，是根据

不同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发展的要求和受

教育者身心发展的规律确定的。2．培养目标它是对各级各类

学校的具体培养要求。它是根据国家的教育目的和自己学校

的性质及任务，对培养对象提出的特定要求。所以，教育目

的与培养目标没有实质性的区别，只是概括性的程度不同。3

．课程目标它是指导整个课程编制过程的最为关键的准则，

是指特定阶段的学校课程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它有四个方

面的规定性：第一，时限性，第二，具体性，第三，预测性

，第四，操作性。4．教学目标它是课程目标的进一步具体化

，是指导、实施和评价教学的基本依据，是师生在学科教学

活动中预期达到的教学结果、标准。它具有这样几个特征：

教学目标具有可操作指标体系；教学目标体现学生学习行为

及其变化；教学目标具有灵活性，教师可根据教学实际情况

进行调整。(二)确定课程目标的依据确定课程目标的依据主

要有三个方面：对学生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对学科的研

究。1．对学生的研究对学生的研究，就是要找出教育者期望

在学生身上所要达到的预期结果。它通常包括三方面内容：

①了解学生身心发展的现状；②了解学生个体的需要；③了

解学生的兴趣和个性差异。2．对社会的研究对社会的研究涉

及的内容极为广泛，在课程领域里通常采用的方法是把社会



生活划分为若干有意义的方面，再分别对各个方面进行研究

。泰勒介绍的一种可行的分类是：①健康；②家庭；③娱乐

；④职业；⑤宗教；⑥消费；⑦公民。3．对学科的研究学校

课程毕竟是要传递通过其他社会经验难以获得的知识，而学

科是知识的最主要的支柱。(三)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所确立的课程目标1．知识技能目标2．过程方法目标 3．情

感态度价值观目标 二、课程设计 (一)课程设计的概念与意义

“课程设计是指那些经过精心计划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

设计出各种学程或教育活动方式，并将它们提供给教育机构

中的人们，以此作为进行教育的方案。”总的来说，课程设

计是一个有目的、有计划、有结构地产生教学计划、教学大

纲以及教科书等系统化活动。其中，教学计划、教学大纲、

教科书也是课程文件的三个层次。(二)课程设计的基本要求 1

．合目的性；2．合科学性；3．合发展性。(三)课程设计的

基本程序1．确定教育目标；2．选择经验；3．组织经验；4

．评价结果。 (四)课程文件的三个层次 1．教学计划 (1)教学

计划的概念教学计划是指导和规定课程与教学活动的依据：

是学校课程与教学活动的依据，也是制定分科标准、编写教

科书和设计其他教材的依据。我国义务教育的教学计划应当

具备以下三个基本特征：一是强制性。二是普遍性。三是基

础性。(2)教学计划的构成教学计划主要由教学计划设计的指

导思想、培养目标、课程设置及其说明、课时安排、课程开

设顺序和时间分配、考试考查制度和实施要求几部分所构成

。各级各类学校的培养目标必须同中有异，重点突出，特点

鲜明。在基本内容上，主要是指教学科目的设置、学科顺序

、课时分配及学年编制和学周安排。我国中小学课程中科目



的设置大致包括六类：一是语文、数学等基础性科目；二是

思想品德教育科目；三是社会基础知识科目；四是自然科学

基础知识科目；五是体育、保健、艺术审美科目；六是劳动

技术教育科目。另外，还有外语、计算机等工具性科目。课

时分配包括各学科的总时数，每一门学科各学年(或学期)的

授课时数和周学时等。我国学校一般均为秋季招生，一学年

分为两个学期，学期之间有寒假或暑假。2．课程标准(1)课

程标准的概念课程标准又称教学大纲，是课程计划中每门学

科以纲要的形式编定的、有关学科教学内容的指导性文件

。(2)课程标准的构成课程标准一般由以下基本部分构成：一

是说明部分，二是本文部分。3．教科书(1)教材与教科书教

材是教师和学生据以进行教学活动的材料，包括教科书、讲

义、讲授提纲、参考书、活动指导书以及各种视听材料。其

中教科书和讲义是教材的主体部分，故人们常把教科书与讲

义简称为教材。教科书又称课本，它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

、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教科书是课程标准的具体

化。(2)教科书的作用第一，教科书是学生在学校获得系统知

识、进行学习的主要材料。第二，教科书也是教师进行教学

的主要依据。第三，根据教学计划对本学科的要求，分析本

学科的教学目标、内容范围和教学任务：第四，根据本学科

在整个学校课程中的地位，研究本学科与其他学科的关系；

理论与实际相联系的基本途径和最佳方式，确定本学科的主

要教学活动、课外活动、实验活动或其他社会实践活动，对

各教学阶段的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做出统筹安排。(3)教科书

的编写相关内容：2011年中学教育学考试重点精要6.1：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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