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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范式决定着研究的取向、研究方式和概念体系。
知本范式下的知识课程观秉持决定论逻辑，把大学课程仅仅看成知识，遮蔽了大学课程的为人性，加
剧了大学课程价值取向的冲突，阻断了大学生从掌握知识到形成素质的发展过程，使得大学课程危机
重重。
　　《从知本到人本：我国大学课程研究范式变革》梳理了知本范式在我国课程研究领域的发展情形
，分析了知本范式下的大学课程研究及其所引发的问题，结合大学课程使命对大学课程研究的要求，
提出了大学课程研究范式向人本范式转换的必要性，进而系统阐明了大学课程研究人本范式的内涵及
其关于大学课程研究与改革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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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刘旭，1965年生，教育学博士。
现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研究生导师，兼任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处副处长，是“湖南
省新世纪121人才工程”人选。
主要研究领域为大学课程、教师教育、教育原理等。
主持或参与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12项，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六十余篇。
曾在《教育研究》、《高等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等刊物发表大学课程研究系列论文，并出
版《大学课程寻思》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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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第一章 范式及其对大学课程研究的作用第一节 范式及其发展第二节 范式对大学课程研究的作用
第二章 我国大学课程研究知本范式的形成与发展第一节 从科学主义到知本范式第二节 我国大学课程
研究知本范式的早期发展(19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40年代末)第三节 我国大学课程研究知本范式的强
化(20世纪50年代至今)第三章 我国知本范式大学课程研究引发的问题第一节 遮蔽大学课程的为人性第
二节 加剧大学课程价值取向冲突第三节 阻断大学生素质发展过程第四章 大学课程使命对大学课程研
究人本范式的期待第一节 “为人”作为大学课程的核心使命第二节 “为人”使命对大学课程研究的
要求第三节 大学课程研究人本范式第五章 人本范式下的大学课程观第一节 大学课程观思考的前提第
二节 大学课程的内涵第三节 大学课程的价值取向第六章 人本范式的大学课程改革主张第一节 深化大
学课程目标第二节 柔化大学课程结构第三节 优化大学课程实施过程第四节 强化大学生素质形成结果
评价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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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意义系统：作为“连接教育过程中‘教’与‘学’的媒介”　　教育，一定是教育者教导学
生的过程，学生则在教育者的教导下实现发展。
在这一过程中，教育者教什么、怎样教，学生学什么、怎样学，是相辅相成的。
就像教师和学生是相互依存的一样，“教”和“学”也都是因另外一方的存在而存在。
没有教育者的“教”，就无所谓学生的“学”；反之，没有学生的“学”就根本不存在教育者的“教
”。
那么，课程是什么呢？
对教育者来说，课程就是教的内容以及教授这些内容的方式的规定（包括教育内容的秩序安排、教学
方式的规定），即教学的程式，我们称为“教程”。
对于学生而言，课程就是要学习的内容及学习的进程安排，我们称为“学程”。
既然教育过程是“教”与“学”的结合和统一，那么，课程也理所当然地是“教程”与“学程”的结
合与统一；而且，“教程”与“学程”是有机构成的、辩证一体的。
对课程形式内涵中的“教程”与“学程”任何一方的偏废或忽视，或者两者关系不和谐，都将导致课
程内涵的流失。
　　课程定义所指向的课程内容总是内在地规定着相应的形式内涵。
在知识课程观中，课程的内容就是知识。
在现代知识的境况下，那些在教材中记载的、教育者口头讲授的知识是普遍的、客观的。
教育就是要将这些知识传授给学生。
即便是所谓出于“培养创造性人才”的目的，也常常是把从创造活动中总结出来的创造术当作知识，
以为可以传授给学生“创造性”；或者是常常把所谓最新的知识传授给学生，以为这样就能培养学生
的“创造性”。
相似的情形还有，如要培养“国际化”人才，就不顾本国、本民族、本地和本校学生的实际而直接简
单地拿国外原版教材来教学，等等。
这样，教育要传授什么、怎样传授，都由教育者说了算，而学生只是记住这些知识就可以了。
这就决定了课程主要是“教程”，“学程”被忽视了，或者是被“教程”遮盖了。
久而久之，学生也就习惯了教育者教什么，自己就学什么，而忘记或者无奈于自己想学什么、该学什
么了。
正是因为这样，课程就可以完全按照知识的逻辑来组织、安排，大学课程就可以安排成所谓基础课、
专业基础课和专业课的“三层楼”，而这还只能是教育者主观上期望的。
实际上，由于知识本身的系统性的要求，所谓“基础课”其实只不过是专业课的压缩或者几门压缩的
专业课程的捏合罢了。
然而，是否形成了素质并不以学生是否记住了某些知识而论，也不以教育者教了哪些知识而论。
在人们终于认识到教育要培养“人”的时候，就不难发现忽视“学程”必然导致教育危机，于是，知
识课程观的弊端日渐明显。
相应地，只重视课程作为“学程”的含义，而忽视“教程”，同样不是对课程本质的真正把握。
　　当意义课程观认为课程就是意义的时候，实际上就已经规定了课程的形式内涵，即课程是教育过
程中教与学的连接系统，它不仅是“教程”，也是“学程”，是“教程”与“学程”的统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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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校社科文库》是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组织各高等学校和出版单位共同建立
的学术著作出版平台，旨在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出版优秀
学术著作创造条件。
　　《高校社科文库》将坚持“广泛动员、集中征集、严格评审、精心编校”的工作原则，致力于通
过资助优秀学术专著出版、推动学术成果交流推广等形式，让更多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和优
秀工作者走进交流空间，进入公众视野，发挥应有的影响力和辐射力，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
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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