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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这是我国新课程改革高高举起的一面旗帜，凯洛夫
教育学的时代宣告终结了。
在凯洛夫教育学思想中，没有“课程”的概念，没有“儿童”的地位，更没有“教育民主”的诉求。
这是文化专制主义的产物。
这种“目中无人”的教育学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就被苏联抛进历史的垃圾堆了。
然而，在我国的教育界却依然有那么一批忠实的信徒千方百计地维护它。
奇怪吗？
不奇怪。
这是我国教育理论界中某些人守缺抱残、唯我独尊的顽固表现，归根结底是我国社会长期以来闭关锁
国、坐井观天的必然结果。
但这是没有出息的。
我们需要寻求新的课程发展的逻辑，而这种寻求必须基于“国际视野，本土行动”的理念才能走向成
功。
    本书系钟启泉教授多年来论述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的自选集，展现了其学术思想之精粹。
针对教育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改革，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堂的教学改革而编写。
本书所收录的学术探讨较为深入，针对性强，将为我国教育改革提供一些思想养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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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全国教师
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主任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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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上编  创新课程文化　1  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转型    一、关注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
发展      二、回归学生的生活世界      三、寻求个人理解的知识建构      四、创建富有个性的学校文化  
　2  课程改革的文化使命    一、建设新的编审队伍和教科书系列      二、基于专业对话的话语系统的变
革      三、实现工作方式与思维方式的转型  　3  课程改革：挑战与反思    一、危机引发改革，改革产生
困惑      二、新课程是旨在促进每一个学生健全成长的活动，而不是“教化”和“训练”    三、我国的
教育发展缺乏资金、人员、技术，但更缺的是思维方式的变革      四、课程改革需要良好的社会舆论环
境的准备和配套经费的支撑  　4  课程发展的回归现象与非线性模式——检视课程思潮的一种视角      
一、从“实质训练说”向“形式训练说”的回归：新形式训练说      二、从“科学世界”向“生活世界
”的回归：直接体验说      三、从“线性模式”向“非线性模式”的转向：课程模式说　5  “学校知识
”与课程标准    一、从课程社会学看“学校知识”      二、“素质价值”与课程标准      三、编制课程标
准的视点  　6  概念重建与我国课程创新——与《认真对待“轻视知识”的教育思潮》作者商榷      一
、“知识”概念的重建与课程创新      二、“学习”概念的重建与课程创新      三、“课堂文化”的重
建与课程创新  　7  论“学科”与“学科统整”    一、学科与科学    二、学科论的对立与“学科统整”  
   三、“学科统整”的源流      四、“学科统整”的实践　8  科学素养与理科教学    一、科学素养与理
科教学      二、理科课程构成：分科与综合    三、理科教学的评价与改进  　9  探究学习与理科教学    一
、探究学习产生的背景与特点      二、探究学习理论的主要内涵      三、探究过程的要素分析及其教育
价值  　10  研究性学习：“课程文化”的革命    一、改造学生的学习方式：当代课程改革的焦点      二
、研究性学习的课程定位      三、研究性学习与课程行动研究  　11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质、潜力与
问题    一、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实质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潜力      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问题
  　12  综合实践活动：含义、价值及其误区    一、综合实践活动的含义：一种课程生成模式      二、综
合实践活动的价值：智慧统整与知识统整      三、综合实践活动的实践：强势特征与若干误区  　13  综
合实践活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    一、双重课程的设计及其设计原则      二、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实施的困
惑及其超越  下编  重建课堂教学　14  知识隐喻与教学转型    一、从知识隐喻看知识特质      二、舞蹈说
及其教学论含义      三、知识说对我国课堂教学改革的启示  　15  知识建构与教学创新——社会建构主
义知识论及其启示      一、从个人建构主义到社会建构主义      二、知识的社会建构与教学创新  　16  对
话与文本：教学规范的转型    一、教学：“沟通”与“合作”的活动      二、对话与文本：“教材”与
“教学”概念的重构      三、教学规范的转型  　17  新课程背景下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及路径    一、新
课程背景下“教学”的新内涵      二、教学改革的价值取向      三、教学改革的路径分析  　18  教学活动
理论的考察    一、从“行为主义”到“活动理论”      二、教学的“活动理论”的发展及其关键概念      
三、教学的“活动理论”：实践“学习共同体”的理论框架  　19  “批判性思维”及其教学    一、“
批判性思维”的概念    二、对话性思维：批判性思维的教学方法      三、新型“教学文化”的创造  　20
 “学习课题”及其构成的心理学透析    一、何谓“学习课题”    二、学习课题的解决过程  　21  从“
合科教学”到“综合教学”    ——日本合科教学的源与流      一、日本合科教学的传统与发展      二、综
合教学的流派      三、“综合学习”的发展与评议  　22  创新教学，决战课堂——“有效教学”研究的
价值与展望      一、“有效教学”研究的价值：教学视点的变革与研究方法的转型      二、“有效教学
”研究的假设：对话活动的机制与教师角色的转变      三、“有效教学”研究的展望：决战课堂的召唤
与教师文化的创造  　23  确立科学教材观：教材创新的根本课题    一、教材的性质及其定位      二、教
材的历史演进与两种教材功能观的分野      三、科学教材观与教材创新  　24  “教学评价”议    一、教
学与教学评价    二、现行评价方式的弊端及其改革  　25  建构主义学习观与档案袋评价    一、建构主义
学习观的特质      二、教育评价观的转换与档案袋评价      三、档案袋评价与“7P模式”  　26  课程人的
社会责任何在    一、是非曲直谁评说    二、社会责任岂能忘      三、风物长宜放眼量  原出处一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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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　论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价值转型　　三、寻求个人理解的知识建构　　知识是教育的重
要内容和载体，是教育目的得以实现的基础。
某一时代的知识观深刻地影响着这一时代学校教育的课程形态、教学特点与学习方式。
因此，把握体现当今时代精神的知识观是建构新的教学和学习理论的前提。
　　（一）“个人知识”（personal knowledge）的缺席　　传统课程体系信奉客观主义的知识观，视
知识为普遍的、外在于人的、供人掌握的真理。
由于以主客分离为基础，课程当之无愧地成为知识的载体，成为一堆事实、理论和方法的总汇。
它外在于生命个体，外在于学生丰富的现实生活，以其所代表的知识的绝对性乃至神圣性成为个体生
命顶礼膜拜的对象。
认识过程就是把热情的、个人的、人性的成分从知识中清除。
在教育领域，这意味着个人见解在给定的课程知识面前没有意义，它只能被搁置甚至被否认、被杜绝
。
正如罗素所言：“就整个社会所搜集的知识总量来说，社会的知识包括百科全书的全部内容和学术团
体会报的全部文献，但是关于构成个人生活的特殊色调和纹理的那些温暖而亲切的事物，它却一无所
知。
”知识客观化和科学化的追求必然是以牺牲个人知识因素为代价的。
　　尽管个人知识不是用语言可以完全表达出来的（英籍哲学家波兰尼把这类“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的知识称之为“默会知识”），但却对人类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影响。
它是所有知识的支配原则，因为“人们能够识知的比人们能讲述的更多；如果人们不依赖对不能讲述
事实的感知，人们就不能讲述。
”如果把人类知识比作一个冰山，外显的明确知识不过是暴露的冰山一角，掩隐在一角之下的则是大
量的复杂的、不可言传的默会知识。
默会知识像没入水下的冰山部分强有力地支撑着显性知识，使其保持生机和活力。
　　由于无法言传，个人知识的获得只能通过学习者的亲身体验和实践。
但在传统的知识信念支配下，教学始终是单向地向学生灌输明示的知识，学生作为知识的容器始终无
法将知识转变为自己的理智力量，因此也就无法从根本上导向对知识的发现与创新。
个人知识在课程体系中的缺席造成了恶劣的影响。
教师与学生陷入被知识奴役的处境，从而丧失了鉴赏知识、批判知识和发现知识的信心、勇气和资格
。
这是极为不幸的事件，因为它从认识论意义上动摇着知识创新、民主建设和社会进步的根基。
福柯在一本书中曾意味深长地反问：“对知识的热情，如果仅仅导致某种程度的学识增加，而不是以
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或在可能的程度上使求知者偏离他的自我，那么它归根到底能有什么价值可言？
”世纪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必须恢复个人知识的合法性地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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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程改革的过程充满新旧观念的碰撞，引发着多元声音的交响。
这是好事。
因为，正是这种碰撞和交响，才能给我国基础教育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带来新的活力和新的希望。
　　我国改革开放30年教育学术交流的历史见证一个教育学人30年教育科学研究的心路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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