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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47/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B0_8F_c38_647414.htm 第七章课程 第一节课程概述 识

记： 1、几种不同的课程观：（1）课程是知识：是比较早、

影响相当深远的观点，也是比较传统的观点。这种观点目前

仍然是最具代表性和广泛性的。强调学习者在课程面前是接

受者的角色；（2）课程是经验：认为课程是从学习者角度出

发和设计的，课程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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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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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课程是活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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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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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和受教育者的

身心发展水平，有计划、有目的地组织安排地。从目前而言

，“课程是经验”的观念更加符合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和发

展的需要。 3、课程论：就是研究课程的专门理论。 领会与

应用： 1、决定课程的几个基本关系：（1）直接经验和间接

经验的关系：间接经验为主的课程，典型的表现形式是学科

课程，认为课程就是分别从各门科学中选择主要内容，组成

不同学科，彼此分立地安排它们的顺序、学习时数和期限。

直接经验为主的课程，典型的表现形式是活动课程，认为课

程应当是一系列学生自己组织的活动，学生通过活动学习，

获得经验，培养兴趣，解决问题，发展能力。两种主张都有

积极和消极因素。既不能把学科课程当作唯一的课程类型，



也不能把活动课程作为课程主体，在我国小学课程的传统中

学生的直接经验是相当缺乏的。因此如何在小学课程中增加

学生的直接经验，将是重要的理论和实践课题。 (2)知识与能

力的关系： 课程究竟是给学生知识还是发展学生的能力？教

育史上曾分为两派，一派是形式教育派，强调课程以训练学

生能力为主；一派是实质教育派，强调课程以传授知识为主

。两种主张都只看到了问题的一方面而忽略了另一方面，知

识与能力之间存在着内在联系，不能截然分开。 （3）分科

与综合的关系： 这是当代课程研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问题。

古代或早期的课程是以整体、综合为特征的，近代课程是分

科的。分科课程发展和相对成熟后表现出来的弊端是：分科

过细，过繁所导致的学科之间相互隔膜，相互封闭的状况，

以及由此而来的学科之间的重复，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

我国分科绝对化比国外更加严重。目前，我国基础教育课程

改革将综合化作为一个主要任务有着深远意义，加强综合化

是小学课程今后长期的努力目标。 （4）人文主义和科学主

义的关系： 人文主义与科学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前者强调重

视人，崇尚个性，后者则强调科学本身的价值和力量。我国

既提倡科学精神和科学知识，又提倡尊重学生和重视个性发

展，在课程中同时加强人文精神和科学精神。 第二节课程的

基本范畴 识记： 1、课程的目标：（1）课程目标的垂直分类

：教育目的或教育宗旨阶段课程目标学年学科目标；（2）课

程目标的水平分类：认知领域-情感领域动作技能领域。 2、

课程的内容：课程设计、课程目标、课程评价、课程实施。

3、课程的基本结构：教学计划（课程计划）、教学大纲（课

程标准）、教科书。 4、课程的类型：我国小学阶段的课程



类型主要有：（1）学科课程；（2）活动课程；（3）综合课

程。 5、课程结构的改革：决定课程不同结构的因素是多方

面的，其中最根本最基础的是学生的学习方式，学生学习方

式的变化是不同课程的具体结构赖以建立的依据。活动课程

中，学生的学习方式是以自主性探索实践为主，人们所熟悉

的教学大纲 教科书的课程微观结构就无法满足需要了，那么

，以自主性探索学习方式为基础的课程，采用单元的形式最

为适宜。其结构至少包括主题、任务、评价标准三个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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