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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泰勒》对有关的知识点进行详细解读和剖析，并且结合具体的实践案例
，分析如何去将“泰勒原理”运用到具体实践中去。
在遇到有关的课程问题时，希望这本书能够为广大一线教师和教育研究者提供帮助。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教育事业的追求无止境。
相信学习了“泰勒原理”，中小学教师会有所收获，进而完善自己的知识结构，更快地达到专业圆润
的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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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教育思想的理论基础一、科学管理理论二、行为主义心理学第三节 泰勒时代课程研究的状况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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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开发的机制与理念一、建立管理机构，形成校本课程管理机制二、课程开发的理念第二节 学校课程
的实施与特色一、开放式层级开发的课程体系二、特色鲜明的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第三节 学校课程的管
理与评价一、强化课程管理二、创新课程评价推荐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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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纲多本”除了提高教科书质量、促进教育民主化之外，对于促进教学的改进也具有重要意义
。
“一纲多本”对教师的角色提出了挑战，要求教师从单纯的“教教科书者”转变为教科书的选用者甚
至再开发者。
“一纲一本”的教科书政策把教科书神圣化，教师的任务就是照本宣科地讲教材，在教材的选择和开
发方面没有任何的权利。
“一纲多本”的教科书选用制度则意味着任何一个版本的教科书都不是课堂上唯一的教学依据，更不
作为考试标准答案的来源。
而去掉了教科书身上的光环和神圣色彩之后，教师就可以根据学生和教育实际情况利用教科书，而不
是迷信教科书。
这样，没有了教科书的约束，教师的教学智慧更容易体现出来，其创造性和主动性就可以得到解放。
在接受了新的理念之后，教师的课堂教学无疑就有了更多的活力，对于提升教学质量有积极的意义。
　　三、教师参与教材开发　　随着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特别是在十年之前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的影响下，我国中小学教师对教材的态度有了一些变化，教师逐渐从“教教材”转变到“用教材”
，教师开始自觉地参与教材的改编、编写，甚至重新开发教材。
　　教材为教学使用的材料，它不否认教材所负载的知识和技能的传授与掌握，但并不以此为主要的
目的.或者仅以此为途径和手段，通过它去实现智慧或发展的目的，教材知识成为研究与思考的材料，
它为存疑与求异思维乃至创新思维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和发展的环境。
教材本身要成为学生学习活动的材料，教师可以有选择地、有创造性地教教材，就是说教师是用教材
教。
教师不再把教材看做是一成不变的东西，教师也不再是忠实的执行者，而是课程的建设者。
教学应源于教材、高于教材，教师与学生要创造性地使用教材，把教科书当成活材料，而不能成为教
材的奴隶。
只有当教师在其具体的教学情境中创造性地研究教的内容和教的方法，对教材作革新性和批判性的使
用时，课程的潜能才能得以挖掘和实现，课程的意义才得以彰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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