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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从来就是学历教育的核心。
任何教育教学改革都离不开课程改革这个核心。
21世纪以来，我国高职教育教学改革，逐渐从“理念更新”的理论研究层面上走到“课程改革”的实
践研究的层面上。
高职课程改革，尤其是职业课程改革要解决的问题很多，可以说“千头万绪”，但最要紧的、最核心
的问题，就是解决“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近10年以来，高职职业课程经历了由“理论与实践并行”到“理论为实践服务”，再到“理论与实践
一体化”的变革三个阶段。
有人形象地称之为“三次浪潮”。
这是很大的变革，课程改革终于从“理念更新”的层面深入到“实践变革”的层面。
　　“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
高职课程改革，尤其职业课程改革，必须从课程构建的源头开始，即从职业课程开发开始。
以前的职教课程总是依赖于普通教育的学科课程，然而高职教育职业课程培养的是高技能型的职业人
才，其课程开发必须源于职业工作实践，也就是要从职业领域的工作系统（范畴和过程）分析开源。
在借鉴国外职业开发新经验，尤其是德国“设计导向”的工作过程系统化课程（也称学习领域课程）
开发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我国许多高职院校进行了职业课程重新开发的理论和实践的探索，近几年
来总结出我国职业课程开发的许多模式和实施指南，如“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职教课程、“工学
结合一体化”课程、“基于工作过程的学习领域”课程、“项目课程”、“职业竞争力导向的工作过
程——支撑平台系统化”课程等，并发表、出版了一系列论著。
可以说，高职职业课程开发呈现了“百花竞绽”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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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高职教育课程开发的理论和方法，提供了一套科学、系统、简捷、可操作性强的课
程开发的路径和方法。
全书分为十章，前九章主要内容有：课程开发导论；高职职业课程开发的理念；职业课程开发的理论
基础；职业课程开发方法若干问题；职业课程开发的基石——职业工作分析；项目课程开发；学习领
域课程开发；职业课程的实施和课程开发的评价。
第十章扼要介绍了项目课程和学习领域课程开发的具体案例。
    本书内容丰富，言简意赅，适合高职院校教师和教学管理者阅读与应用，也可作为提高高职教师双
师素质和课程开发能力的培训教材或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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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课程和课程开发导论  第一节　课程和职业课程    一、课程概念    二、课程的类型    三、职业
课程  第二节　课程开发    一、课程开发概述    二、课程开发系统    三、课程开发的层次与类型第二章
　高职职业课程开发的理念  第一节　高职职业课程观    一、高职教育两种课程观的矛盾和论争　　二
、学科论的思想基础及解构    三、职业论的建构  第二节　职教课程开发模式    一、职教课程开发模式
的历史沿革    二、学徒制教育形式特点和对现代职教课程开发的启示    三、基于能力本位的职教课程
开发模式  第三节　我国高职职业课程的开发　  一、基于实践本位课程的改革 　 二、基于能力本位课
程的开发  　三、基于工作过程本位的课程开发第三章　高职职业课程开发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系
统理论和方法  　一、系统结构和功能  　二、系统的原理与方法　第二节　现代学习心理理论  　一、
心理学与学习心理结构观  　二、学习心理理论与课程　第三节　知识、知识结构及其建构  　一、知
识  　二、知识结构概述  　三、学习和知识结构的关系　⋯⋯第四章　高职职业课程开发的若干问题
第五章　高职职业课程开发技术的基石——职业工作分析第六章  高职教育项目课程的开发第七章　
高职学习领域课程的开发第八章　高职职业课程的实施第九章　高职课程开发评价第十章　“理实一
体化”课程开发案例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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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述只是在课程定义方面的主要观点或见解。
当然，还可以归纳出另一些见解，这里不赘述。
综观上述各种观点或见解，虽然都有其合理的因素，但都未能确切而科学地阐明课程的本质属性。
其原因，可能是陷进了就“课程”而论课程的怪圈里。
　　3.课程概念的新见解我们认为，应当把课程这个概念置于整个教育这个大范围、大系统、大视野
里来观察、抽象和概括。
什么是教育？
教育是育人的大事业，是引导每个人从“自然人”转化为“社会人”的大事业。
每个人在这个历程中都要学习、完成一定的学业，从而具备或达到就业或创业的要求。
而学业则是由一系列称之为“课”的学习领域构成的。
所以，我们认为“课程”应定义为“学习领域及其历程”。
其中，“课”即学习领域，“程”即历程、进程、过程等，以历程最为贴切。
这个定义可以涵盖上述观点和见解，并言简意赅地揭示出课程的本质属性，而且又回归到最初定义“
课程”的视角，即从“学”或“学习者”的角度来定义“课程”。
这个课程定义涵盖了“学科”说和“经验”说，把继承性学习和创造性学习，间接经验学习和直接经
验学习，理论知识学习和实践训练结合起来、统合起来；同时，这个定义也包含了“内容”说、“总
和”说、“活动”说、“课业进程”说，因为“学习领域及其历程”不但包含了这些观点或见解，而
且清晰地揭示了课程的本质属性。
　　4.课程内涵的发展趋势　　20世纪70年代以来，课程内涵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归纳起来，出
现了以下一些新的趋势。
　　（1）从强调学科内容到凸显学习者的经验或体验。
教育界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过分强调学科内容，往往会使课程成为控制学习者的工具，不利于发挥学
习者的主体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为了切实保证和促进学习者的充分发展，必须把学习者的发展置于课程的中心，越来越重视学习者活
生生的亲历的经验或体验。
这种趋势在高等技术教育中就更为明显、更为迫切。
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作为培养高技能型人才的教育，其课程理念更应注重课程内涵发展的这个趋势。
同时，学科类课程也要加强教学改革，加强互动式教学，使高职生尝试“独立”探索知识的经验或体
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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