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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职业教育至今仍是一个思想贫瘠的领域，而职业教育课程是该领域中最重要的也是最基本的研究
对象，加强其基础理论研究已是共识。
面对古代学徒制中早已暗含的课程论基因，以及错综复杂的现代职教课程论，要提升职业教育　　课
程理论的科学水平，就必须围绕职业教育课程理论的演进历程展开论述，彻底突破目前零碎性、重复
性研究的现状，努力建构具有范式功能的课程理论，这正是本书的意义所在。
　　本书的第一章对课程涵义和课程思维作了深入探讨，在此基础上研究了职业的课程意义，继而勾
勒出职业教育课程理论的演进谱系。
第二章对学徒制和"职业化"轨道的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理论发展脉络进行了梳理。
该章首先讨论了古代学徒制中的职业教育课程基因。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来源于古代学徒制。
古代学徒制虽然作为一种教育体系已经解体了，然而其中蕴涵着许多非常重要的职业教育课程基因，
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继承。
然后，该章系统梳理了从俄罗斯制到MES课程、CBE课程和学习领域课程这些基于职业能力的课程理
论的发展脉络。
把握这些理论的实质及其发展路径，对于理解现代职业教育课程理论具有重要意义。
工作本位学习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发展迅速、倍受关注的职业教育课程理论，该章最后对其发展、内
涵与特征进行了系统探讨。
接下来三章围绕学问化与职业化这一过程展开论述。
主要围绕三大两难选择的消解来进行，它们分别是学科论与职业论、普通论与专业论、基础论与实用
论。
这三组理论虽然有内在逻辑联系，如基础论强调增加学生的专业基础知识，奠定学生能力的深厚基础
，目的便在于使学生具备普遍迁移的能力，但还是可以清楚地区别出这三对理论。
学科论与职业论强调的是职业教育课程内容该按照何种原则进行选择和组织，普通论和专业论强调的
主要是课程内容的范围，基础论与实用论强调的主要是课程内容的性质。
在此基础上，本书将继续分别探讨专业课程和普通文化课程的具体理论问题。
专业课程的问题分两章进行讨论。
第六章讨论课程的目标定位与内容选择，这是课程的两大重要问题，也是两个密切相关的问题，同时
也是目前职业教育课程开发未能很好地解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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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围绕当前职业教育课程实践中受关注的热点问题而展开，主要在概念与原理层面探索职业教育课
程。
可以说，本书在首创性和实用性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既可作为高等院校职业技术教育学专业的研究生教材，也适用于广大职业教育院校的教师、教育科研
机构的研究人员等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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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学校、职业与课程　　第一节　什么是课程　　三、课程与教学的关系　　（二）课程
与教学是紧密互动的两个领域课程与教学是两个不同领域，但课程与教学又是两个紧密相关的领域。
教师不仅要学习教学方法和组织管理方法，同时也要学一些课程理论，至少对其所承担的课程的设计
思想应有非常深入的了解，否则就只能是教教材，沦为教书匠。
分析教师的教案可以发现一个现象，许多教师尽管对教案进行了精心设计，但其教学过程的形态并无
实质性改变，这说明只在具体方法上努力，而不深入理解课程，是难以大幅度提高教学水平的。
优秀的教师必然是对课程有着精深研究的教师。
　　同样，课程理论研究者与开发者也应当深入了解教学过程，最好要具备丰富的教学经验。
因为课程是服务于教学需要的，许多课程改革便是源于实施新教学模式的需要。
在很多情况中，是先有了教学模式创新的要求，然后刺激了为新教学模式设计什么课程模式的要求。
缺乏实际教学经验的课程理论研究者与开发者往往难以提出切实可行的课程改革方案。
　　（三）课程与教学存在交叉与衔接点课程与教学不仅存在紧密互动关系，而且二者之间存在交叉
与衔接点，这个点就是教材与教案。
教材属于课程的要素，教案属于教学的要素。
教材是课程理念的物化载体，而教案是教师对教材处理后用于教学的方案。
设计教材是为了满足教学需要，而教案设计是依据教材进行的，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即教材设计到
什么程度。
教材设计如果更多地考虑了教学过程，那么这种教材几乎可以替代教案，教师教学时只需根据教学实
际情况对教材做些简单调整；教材设计如果更多地考虑了内容陈述，那么教师就需要根据教学过程对
教材进行复杂加工。
教材应设计到什么程度，即应把这种交叉与衔接点置于课程与教学之间的哪个位置，取决于相应的课
程理念，即课程开发者希望教师只是机械地执行教材，还是要给教师提供较大的教学设计空间。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职业教育课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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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