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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教材建设是学校教育，乃至整个教育事业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问题。
它既是教育观念、教育思想、教育内容的休中体现，也是贯彻教育方针，落实培养目标的主要形式和
途径，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着教育的质量，从而影响国民素质，对一个国家的综合力产生影响。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和研究，十分活沃，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积累了许
多宝贵经验。
但从总体上看，基础教育课程教材的状况与即将到来的21世纪的要求还不相适应，有关课程教材改革
的一些重要问题还需要深入研究和积极探索。
我国课程理论研究也是教育科学研究中的一个较薄弱的环节。
这种情况如不改变，势必影响甚至制约我国课程和教材改革的进程。
　　本丛书是由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东北师范大学、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共同承担的国家级重点课题
“面向21世纪中国基础教育课程教材改革”的研究成果之一。
本书系统地阐述了课程论的定义、发展史、在中国的应用、理论基础以及课程的的本质、功能、内部
关系、基本机构、基本范畴等。
全书内容翔实，论述系统，结构完整，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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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基础教育的意义第三节 课程的功能一、课程的本体功能是培养人二、课程的基本功能是传递和选
择文化第五章 课程及其内部关系第一节 课程是由什么决定的一、国内外有代表性的观点二、有关研
究的主要缺陷第二节 课程是由自身内部的几个基本关系决定的一、课程的发展变化有自身的内在动力
二、课程内部的几个基本关系是决定课程的根本因素第六章 影响和决定课程的几个基本关系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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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这一基本关系在中国第四节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儿童与社会)一、由来及对立二、代表人物及有关
思想和理论三、对于这一关系的几点认识四、个人与社会本位课程在中国第五节 分科与综合的关系一
、由来及对立二、对于分化与综合的理解三、综合课程的依据四、综合课程的种类五、关于综合与分
科的几个基本观点第七章 课程的基本结构第一节 什么是课程的结构第二节 课程的纵向结构一、最常
见、最一般的纵向结构二、一般结构的不同存在方式三、一般结构的发展变化四、关于课程的具体和
微观结构的探讨第三节 课程的横向结构一、课程类别的演变和发展二、课程类别的不同研究和划分标
准三、必修课与选修课第四节 课程结构的研究与课程论的发展一、课程结构的研究将促进课程论的发
展二、课程结构的研究有待深化第八章 课程论的几个基本范畴第一节 课程的设计一、课程设计的概
念二、课程设计的三个层次三、课程设计的主体第二节 课程设计的主要模式一、国内关于课程设计的
研究二、国外课程设计模式的介绍第三节 课程的目标和内容一、课程目标的分类研究二、课程目标的
几种有代表性的研究三、课程的内容第四节 课程的评价一、课程评价的含义及作用二、课程评价的主
要类别及其工具三、课程评价的主要模式四、课程评价的几个问题第九章 课程论的理论基础第一节 
课程论与哲学一、哲学与课程论的关系二、哲学对课程论的影响方式第二节 课程论与心理学一、与心
理学的结盟是课程论形成独立学科的主要条件二、从学习心理学到发展心理学三、从关注认知过程到
关注人的整体第三节 课程论与教学论一、课程与教学的双重关系二、课程论与教学论分离的原因三、
课程论的发展与教学论附录《美国学校数学课程与评价标准》(部分)英国5—16岁数学教学大纲(部分)
法国小学数学教学大纲(部分)德国巴伐利亚州小学数学教学大纲(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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