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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现代教学论》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教学论发展的理论与实验研究
”的研究成果。
这是我国教学论研究工作者的跨世纪著作。
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教学论研究工作者学术群体对我国教学论学科现代化发展进行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探索。
由于本著作的撰写与问世是处在世纪之交，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和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这一
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对我国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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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裴娣娜，女，重庆人，1942年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9～1964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88～1989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1～2004年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课程与教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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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课程设计的多元取向　　现代课程设计是为促进学生发展而对学校教育活动的具体
目标、内容、进程等作出的规划和安排，对课程的实施和教学效果的评价都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本章将重点讨论课程设计的概念、课程设计的要素、模式和过程等问题。
　　一、课程设计的概念及其发展　　（一）课程设计的概念争议　　课程设计（curriculum design）
这一术语，和课程的定义一样，在研究者中间从来没有获得过一致的看法和认识。
研究者对课程定义的不同表述也给课程设计的概念化带来很大的困惑。
例如，试图把课程定义为追求一系列学习的结果的人，和那些把课程定义为学生在学校所获得的一切
经验的人，对课程设计的看法是绝对不同的。
综观近几十年来对课程所下的定义，其焦点都在“经验”这个概念上，几乎所有的课程定义都涉及“
经验”或“学习经验”。
但对课程中经验一词的使用，有泛化的趋势。
如把课程等同于学生在学校（甚至超出学校之外）获取的经验，由此也把课程概念泛化为整个学校教
育，这样我们更难界定课程到底是什么了。
就经验概念的本质而言，杜威有过难以超越的精辟论述。
他把经验视为机体与环境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和结果。
这种经验显然不可能成为课程设计所能计划的某种东西。
从杜威哲学观点出发，只有学习者，才会有学习的经验。
那么，课程设计者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去创造、构建、创设使学习者有可能获得经验的情境。
应该注意的是，这种情境也不能是自发的或无控制的。
课程设计的基本任务是，为学习者可以取得学习经验的情境建立基本的结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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