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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与教学、课程论与教学论似乎有着天然的联系，但课程论与教学论的分离好像更利于各自深入研
究和不断发展。
如果课程论包含在教学论之中，无疑限制和束缚了课程论的发展，而且还会使人们对课程论作出狭隘
化、片面化的理解；这使教学论的研究和发展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致使教学理论的深刻性、统摄性差
，成为其不能很好地指导教学实践的重要原因。
然而，20世纪末课程与教学在充分汲取了一个世纪以来人类认识发展和价值探究的精华——现象学、
存在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哲学解释学、后现代哲学的基础上重新整合起来，“课程教学”作为课程
与教学整合的新的理念和实践形态，为课程论和教学论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也需要进一步认识和研究
。
本书就大学课程基本问题展开探讨，语言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可供读者阅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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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课程即生活　　教育的最初含义是学习，即年青一代跟随年长者在参加狩猎、采集以及祭祀
的过程中自发地学会了生存所必需的经验、技能以及部落内的伦理规范。
后来为了维持人类种群的生存，人们开始把教育作为一种有意识的活动，纳入人类的行为范畴体系之
中，“教授”成为一种意向性活动，而“教授”是需要载体的，在这种背景下，远古形态的“课程”
产生了。
必须说明的是，这时的课程形态不是文本的，它是情境性的，是生活的简约。
美国教育专家布鲁巴克曾对这一现象作过表述：“假如回归到遥远的历史中，就一定会发现：课程有
其职能上的起源，无论是返回到埃及人那里、巴比伦人那里，还是返回到中国人那里，情况似乎都是
一样的——课程，无论正式的还是非正式的，都是起源于人们的日常生活。
”　　三、课程即发展　　教育的进步本来应该不断强化人类的主体作用，可是人们却痛苦地发现，
人在知识和能力不断增长的过程中，逐渐异化为自己对立面的“客体”，成为一个个“单向度的人”
，其中的缘由与课程功能的错位应该有一定的关系。
回归成了人们未来课程必然的选择。
对于这一问题，　　许多哲学家与教育家都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胡塞尔就曾说：“在19世纪后半叶，
现代人让自己的整个世界观受实证科学支配，并迷惑于实证科学所造就的‘繁荣’。
这种独特现象意味着，现代人漫不经心地抹去那些对于真正的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问题，只见事实的
科学造成了只见事实的人⋯⋯实证科学正是在原则上排斥了一个在我们不幸的时代中，人面对命运攸
关的根本变革必须立即做出回答的问题：探问整个人生有无意义。
”②胡塞尔的追问重新引发了人们对教育使命与课程功能的思考。
课程为什么会蜕变为学术名词与符号？
课程还要不要关注人的生存际遇？
课程的社会功能与人的发展功能真的难以调和吗？
为什么课程越来越多，人们所得到的却越来越少？
这一系列的问题，逼迫人们必须去沉思课程到底应该做些什么。
　　从课程的起源来说，课程本来是维持人的整体性生存的产物。
后来，随着人类理性能力的发展，人们把探究的目光转向知识探究。
这种转向本无可厚非，对于任何社会来讲，知识都是促进人发展的最重要的载体。
但是，在知识推动社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知识的获取成了最终的目的，人的生存退居一隅，这是非
常可悲的事情。
人们创造了知识，但却为知识所奴役，更可怕的是，失去了智慧的标尺，当知识呈爆炸式的状态无限
增长时，人们被抛进了信息的洪流中，逐渐失去了判断和选择的依据，以至于连知识的获取也变成困
难的事情。
如果是这样的话，课程就彻底悖离了教育的真义。
课程不是一个不断作加法的过程，如果只是不断增加内容，而不能促进人的发展，那么课程只能在技
术化的道路上越陷越深，而离教育的本真越来越远。
教育说到底是一个育人的过程，它需要关注人，关注人的主动性。
教育不是一件“告诉”和被告知的事情，而是一个主动和建设性的过程。
从这种视角出发，课程改革所倡导的“人本”文化理念，有其可取的地方，这种大学课程文化不能简
单地说是移植于西方，更确切地说，它是当前社会文化的反映。
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对个体价值的关注，大学课程文化自然需要以人的自由发展为旨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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