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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国教师教育正处在一个急剧变革时期，从顶层的制度设计到具体的培养方案的实施都有赖于我们对
教师专业发展的研究。
在制度方面，教师教育学科制度是当前我国教师教育迫切需要建立的一个重要方面，这个制度包括教
师教育的学位、学制、学历、专业、方向等内容，而教师教育的专业和方向制度将直接与教师专业发
展问题相联系，如中等教师教育专业和方向包括中文、数学、外语、科学、社会科学等，那么如何培
养这些学科的教师？
如何设定这些学科的教师培养方案？
培养什么角色的学科教师？
研究型、学者型学科教师，还是实践一反思型的学科教师？
制定培养方案是否要以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理论为依据？
这些问题都与学科教师专业发展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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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文课程与教学概述　　要真正掌握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精髓，首先必须搞清楚什么是
语文课程，什么是语文教学，语文课程与语文教学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与区别；其次，还要了解语文
课程与教学论研究的对象、任务及其意义。
　　第一节　语文课程的概念　　一、关于课程　　“课程”并不是一个固定的概念，随着时代的变
迁，教育的发展，“课程”的性质、目的、任务都在发生着变化。
换言之，至今“课程”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即没有公认的内涵与外延，在拥有不同课程观的人的
眼里，“课程”具有不同的形态，甚至具有不同的性质。
正如F.M.康纳利等人所指出的那样：“课程定义因研究者或实践者在其课程思考和工作中对概念的使
用而有所不同，因此，没有超出特定的研究、论文、看法或值得讨论的政策文件等背景的特殊地给课
程下定义的方式。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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