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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课程价值研究不仅为地理课程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也是关于地课程研究的提升，是价
值研究的具体化。
　　《我国现代中学地理课程价值与实现》从价值的主客体关系出发首次对百年来我国中学地理课程
价值取向的嬗变进行了研究，探讨了不同时期地理课程价值的定位、价值内容及人们对地理课程价值
的认识，创造等事实，揭示了我国中学地理课程价值演变的轨迹、机制、影响因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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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现代地理课程价值的诠释第一节 现代地理课程的本质一、课程本质的纷争二、地理课程
与地理课程的本质第二节 现代地理课程价值的界说一、价值与课程价值二、价值取向与课程价值取向
三、现代地理课程价值的含义第三节 地理课程价值分析的理论依据、框架一、地理课程价值分析的理
论依据二、地理课程抉择的机制与分析框架第二章 我国地理课程价值取向的百年嬗变第一节 我国地
理课程价值取向嬗变的时期划分一、新中国成立前的时期划分二、新中国成立后的时期划分三、研究
的路径与主要内容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前的地理课程价值取向特点一、清朝末期的地理课程价值取向特
点（1904 -1912年）二、民国初期的地理课程价值取向特点(1912 -1927年)三、国民党时期地理课程价值
取向特点（1927-1949年）四、人们对地理课程价值的认识第三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地理课程价值取向特
点一、新中国第一代的地理课程（1949 -1986年）二、新中国第二代的地理课程(1986 - 2001年)三、新
中国第三代的地理课程（2001年至今）四、我国中学地理课程价值取向嬗变的思考第三章 现代地理课
程价值内容体系建构第一节 地理课程价值内容体系建构的理论根据一、哲学根据二、课程论基础三、
地理课程价值来源的分析第二节 地理课程价值内容体系建构的实践依据一、我国地理课程价值的“历
时态”考察二、当代国际地理课程价值的“共时态”考察第三节 我国现代地理课程价值内容体系的建
构一、地理课程价值的内容体系与结构二、主要地理课程价值内容的内涵三、地理课程价值的目标层
次结构四、地理课程价值的属性与功能第四章 地理课程价值实现及调查研究第一节 地理课程价值实
现的分析一、地理课程价值实现的内涵二、地理课程价值实现分析的内容三、地理课程价值实现的调
查设计第二节 地理课程价值取向的调查一、学生对地理课的“认识倾向二、地理教师的“教学行为”
倾向三、调查结果的启示与思考第三节 地理课程价值实现的调查一、地理课程实施的效果二、教师的
“困惑”和学生的“希望三、影响地理课程价值实现因素的调查四、对调查结果的讨论第五章 地理课
程价值实现的现状问题与对策思考第一节 地理课程价值实现的现状一一课堂观察与思考一、基于课程
价值实现的课堂观察的内容⋯⋯结论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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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教师的课程理念与教学行为的偏差通过课堂观摩和对教师教案设计的分析，我们发现在新课
程理念与课堂中教师们的教学行为之间存在一定的偏差。
（一）“所采用的理论”与“所倡导的理论”的偏离教师的教学作为一种有目的的实践活动，离不开
一定的理论指导，这也是课程改革总是倡导“理念先行”的原因。
但教师掌握的理论与实际运用的理论不是在什么情况下都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并非教师掌握了某种
理论，就能在行动中表现出来，经常的情况是教师以为自己运用的是新理论，但在实际教学行为中会
不自觉地滑入旧轨道。
例如，观摩课中有一节高二的“文化的空间扩散”，教师在课程设计指导思想中，特别强调贯彻“学
习生活中的地理”理念，但实际上这节课的最突出问题就是远离生活，更远离学生生活。
这节课讲了四个内容主题：文化扩散概念、文化传播类型、文化扩散类型、文化扩散的作用等。
从课程的时间分配来看，重点在“文化扩散类型”和“文化扩散的作用”上，尽管设计者在“文化扩
散类型”下标注：“在此过程中，充分运用生活中的实例，进行分析文化扩散的类型，以及每种类型
之间的区别”，但教学目标定位和内容选取都缺少典型生活性，使人感觉“没讲透”，缺少内容灵魂
。
例如，。
文化扩散的作用”定位在两点上：促进文化的繁荣和发展以及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目标远离学生）
；使用的例子，也是远离学生现实的，例如，“如果没有‘遣唐使’将中国文化带回日本，便没有日
本的‘大化改新’；没有地理大发现引起的移民浪潮，便不会有今日新大陆的文明；如果没有祖国的
改革开放政策，走出去引进来，便没有今日强大而繁荣的中国经济，也不会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例子远离现实，日本学生也许都不见得知道“大化改新”）；课的立意落在“文化扩散方式的选择
”上值得商榷。
在课的结尾，教师总结了文化扩散的必然，提出“今日社会，文化扩散更加频繁，也更加重要，如果
选择了合理的扩散方式，就会促进身边的文化的扩散，这也是我们今天学习文化扩散的主要的⋯⋯”
可见，教师“所采用理论”与“所倡导理论”之间存在一定偏差，“学习生活中有用的地理”的课程
理念还停留在认识层面，还未变成行动，这种情况在课程实施中是非常普遍的，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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