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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程与教学，作为基础教育的核心工程，是教育思想和教育制度的具体表现，是保证教育质量的
重要措施，是实现教育目标的基本途径。
教育现代化，核心问题是课程与教学改革问题。
正是基于此，在教育学范畴内，以基础教育与教学改革为重点研究对象的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建设成为
人们关注的重点。
　　进入21世纪，立足于现代教育的高度，依据教育实践的发展，如何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现代课程与
教学论体系，关键的问题是：回应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发展以及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提出的新矛盾
、新问题，从历史、现实与理论三个维度，从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和信息技术学等不同视
角，把握中国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发展趋势，真正促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改革的创新、发展。
应该看到，伴随着我国教育改革深化发展的进程，在教育现代化发展的目标要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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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个体知识与公共知识是一对相辅相成、彼此规约的矛盾范畴。
《个体知识与公共知识：课程变革的知识基础研究》以这对范畴为认识框架，形成考察和审视课程变
革的独特的知识论视角和立场。
主要内容包括两大方面：一是对个体知识与公共知识这对范畴进行界说，阐述其课程论意义，丰富和
完善课程的知识分类理论，构建课程改革的知识论框架；二是由这对范畴入手，梳理以往课程变革历
史过程中各种知识观的具体演变，廓清新一轮课程改革的知识论视野，从文本和实践两个层面上对新
课程改革进行了理性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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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探讨知识的主体问题，必须对“实践主体”、“认识主体”和“知识主体”这三个概念有
所区别。
也就是说，探讨知识的主体，必然要对认识主体、实践主体以及认识客体、实践客体有所了解。
这也是探讨知识向度（认识的主体性与知识的客观性）问题的必要前提。
从另一方面来说，辨析知识的主体是为了进一步阐释知识与认识者之间的关系，而要阐释知识与认识
者之间的关系，又必须阐释实践观和认识论，否则，便无法正确理解认识的基础和来源。
可见，实践观是辨析知识主体所无法越过的必要环节。
按照马克思主义观点，实践活动是一种主观见之于客观的过程，而认识活动则是一种客观见之于主观
的过程。
实践关系是指主体为了满足自身的需要而对客体发生的一种改造与被改造的关系，而认识关系则是主
体对客体的认识与被认识、反映与被反映的关系。
从发生机制上看，实践和认识都是主体与客体之间通过一定的中介发生相互作用的过程。
其中，主体是指具有思维能力、从事社会实践和认识活动的人，客体是指进入主体的认识和实践范围
的客观事物，是实践和认识活动所指向的对象。
一般来说，实践主体是指从事着实践活动的人，它往往被划分为个人、组织和社会三个层次。
马克思认为，社会就是“联合起来的单个人”。
单个人联合起来的社会，是实践主体同实践客体发生作用的基本形式，换句话说，人是以社会的形式
同实践客体发生联系的。
与实践主体有所不同，认识主体则是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范畴，它往往指有头脑能思维、生活在一定历
史条件下，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自觉从事认识活动的现实的人。
认识究竟是什么？
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这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对认识本质的科学回答。
就实践与认识的关系而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实践决定着认识的产生、发展，是认识的检验标准和
最终目的。
同时，认识对实践又具有能动的反作用。
认识对实践的反作用集中地表现为它对实践的指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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