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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它的诞生，标志着研究生课程班的教学和管理跃上了一个系统建设和规范管理的新水平，标志着
同等学历申请硕士学位教育开始进入了更加完善的轨道。
《教程》的出版，将为研究生课程班的学习增加新的学术魅力，为每一位研究生课程班学员系统的专
业学习和理论拓展提供难得的有益参照。
　　2l世纪将是一个充满全方位竞争的世纪。
中国人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0年里已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来自职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每个方面的竞争
态势。
这多方面竞争归结为一点，就是在更高层次更新意义上的生存竞争。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学会生存”。
“学会生存”的本真意义是提醒每一个现代人要学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获得持续的生存空间--不是自
然生命而是社会生命--职业、专业与社会生活。
生存蕴藏在学习之中。
我敢断言，时代越是向前发展，大家越会体验到这一点。
参加研究生课程班学习的学员是对激烈的社会竞争反应敏锐的一个群体，也是追求高品位的生活质量
和工作质量的群体。
在未来社会里，我们要想获得理想的生活质量和工作质量，依靠的不再是自然的体力，而是智力和知
识。
因为21世纪是个知识经济的社会，是个法制更加健全的社会。
大家一定都知道西方哲学家培根的哲言：知识就是力量。
培根的话在今天仍显现出了它的伟大价值。
研究生课程班教育作为高等教育层次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为每一位在职工作或因某种原因
丧失研究生学习的人开辟的一条新的学习渠道。
对每一位已在工作岗位奋斗多年的人，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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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l世纪将是一个充满全方位竞争的世纪。
中国人在20世纪行将结束的10年里已深切感受到了这种来自职业、知识、专业能力等每个方面的竞争
态势。
这多方面竞争归结为一点，就是在更高层次更新意义上的生存竞争。
1972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出版了一本书，名为“学会生存”。
“学会生存”的本真意义是提醒每一个现代人要学会通过不断的学习去获得持续的生存空间--不是自
然生命而是社会生命--职业、专业与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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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课程目标　　课程内容的选择经常脱离目标，可能是当前课程领域极其重大的问题。
例如，课程目标虽然包括认知、技能、情意三大领域，在内容选择过程中，却仅仅注重认知领域的有
关内容，甚至只注重零碎、片段的事实，忽视更重要的慨念、原理与原则。
　　课程目标作为课程编制过程巾最首要的组成部分，对课程内容的选择起着指导的作朋。
内容选择必须依照目标，即有什么目标，便有什么内容，让目标和内容取得一敏。
以小学数学课程内容的选择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小学数学教学大纲或课程标准巾阐述的小学数学课程目标是确定课程内容的主要依据。
不同的目标结构需要有不同的内容与其相适应。
在选择和确定小学数学课程内容时，应充分考虑教学大纲和课氍标准中规定的课程目标。
如新的课程标准中强调让学生“体会数学与自然及人类社会的密切联系”，“初步学会运用数学的思
维方式去观察、分析现实社会，去解决日常生活中和其他学科学习中的问题”，在选择课程内窬时，
就应当为学生提供机会去体会、观察和分析现实中的问题，以及数学与人类社会的联系、选择密切联
系学生生活实际和现实社会的内容。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课程与教学论>>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