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述
·

专著 课程教育研究 C
o ur esd E uc at i on R r e esa ch 2 0 4 1年 5月 下 旬干

1

1

课程论的基础

张睛恒
(云南师 范大学教育科 学与 管理学院 云 南 昆 明 6 500 2 9)

【摘要 】一 门学科的建立 和发展需要有一定理论的 支撑
,

学术界公认的课程论的学科基础主要有三个
: 心理 学

、

哲学
、

社会学
。

本文

对这三个主要 的理论基础进行探 究
,

并试 图总 结 出这三 门学科对课程论的发展起到的作用
。

【关键词】课程论 理论基础 哲学基础 心 理学基础 社会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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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

什么是
11

学科基础 ,’? 课程哲 学观 的发展时期在全球性的经济
、

社会大发展的

一栋 高楼大厦的 建立要有稳 固的基石
,

同样的
,

一 门 学科 背景下
,

出现 了
”

百 家争鸣
”

的繁荣局 势
。

据张华等人的研究 l习 ,

的 确 立和发展也 必然 需要有理论的支撑
,

这些理论的支撑就是 在 20 世纪
,

美国课程研究领域就 出现过经验 自然主义课程 范

学科基拙
。

学界对
”

学科基拙
”

有两种不 同的看法
,

一种是
”

学科 式
、

要素主义课程 范式
、

结构主义课程 范式
、

人本主义课程 范式

的理论基拙
” ,

是指 学科赖 以建立的那些基拙 性的学科
,

这些基 等 ; 英国课程研究领域 出现过知识课程论
、

社会课程论
、

文化课

拙性的学科 不但给该 学科提供 了方法论指导
,

并且提供 了许 多 程论等 ;德 国课程研究领域 出现过 罗宾逊课程 理论
、

柏 林学派

重要的概念和基本原理
。

另一种是将其理解为
”

学科 的基拙理 与情境分析课程模式
、

康斯坦茨学派课程发展决策论等
。

论
” 。

基拙理论隶属 于该学科
,

它是学科中基拙 性的部分
,

即基 四
、

课程论的社会学基础

本原理部分
。

这里所说的课程论的基拙
,

指的是课程论的
”

理论 学校课程作 为社会文化的一部分
,

既 受社会政治
、

经济 因

基拙
” ,

是指 那些促使课程与教学脱 离零散的思想
、

单一 的理论 素的制约
,

同时也 因其保存
、

传递 或重建社会文化 的职 能而 对

而发展成为一 门科学的学科体系
,

为课程论的发展提供 了理论 社会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

课程与社会环境之间 的这种 交互 作

指导
、

实践指导 的学科
。

用
,

历 来为教育家和社会学家所关注
。

虽 然影 响课程论发展的学科领 域非常多
,

但学界对课程论 学校课程 无论是课程设置还是整个课程编制过程
,

包括
的理论基拙有较为一致的看法

。

学界公认的课程论有三 门基拙 课程 目标
、

课程 内容的选择和组织
、

课程 实施与评价
,

都是受社

学科
,

即心 理学
、

哲 学
、

社会学
。

会上各种 因素的影响
,

并受不 同的社会观的支配
。

社会学对学

二
、

课程论的心理学基础 校课程的影响 主要有
:

l) 学校课程与社会经济有着生生 不 息的

学术界公认
,

心 理学是课程论的主要理论基拙之一
。

心理 关系
,

社会政 治
、

经济制度制约 着课程 的设置 以及课程 编制过

学对学校课程的影响是一种错综复 杂的 关系
。

它对课程的影响 程
。

社会上 占支配地位 的阶级
,

总是要通过学校课程来维护 自

最明 显地反映在课程编制过程的各 个方 面
。 四首先

,

心 理学原理 己既得利益的 ;2 )学校课程 总是离不 开社会文化
。

作为社会文

有助于我们 确 定 目标采用 什 么形式来表达
,

或者确 定 目标能够 化的一 个重要组 成部 分
,

课程既传 递和复制社会文化
,

同时也

达到何种程度 ;其次
,

在课程 内容的选择方 面
,

心 理学通常被认 受到社会文化尤 其是意识形 态的规范制约 ;3 )关 于学校课程的

为是最有 用 的
。

因为课程编制者在选择课程 内容 时
,

不仅要考 思想 总是与一 定的社会背景联 系在一起
。

学校课程或 者是为

虑教材所 包括的知识的难 易程度
,

而 且应根据这些知 识对学生 了使学生适应 某种社会环境
,

或者是为 了 引发某种社会 变革 ;

思考能力提 出挑战
。

心 理学在成为独立学科后
,

对课程理论的 4 )早期的思想家往往从社会理想 出发
,

笼统地探讨课程设置与

发展发挥 了很大的作 用
。

社会构成的 关 系
,

而现代社会学家则较 重视对社会结构
、

社会

三
、

课程论的哲学基础 互 动与课程标准
、

课程 内容之间 关 系的具体考察
。

哲学是诞生最早的学科
,

它对课程论的发展起着重要的指 五
、

小结

导作 用
。

就课程而 言
,

西 方哲学课程观可分 为 四个时期
,

即萌芽 1
.

与哲 学相比 较
,

心 理 学对课程的影 响 更加 直接
、

更加 明

时期
、

雏形 时期
、

独立 时期和发展时期
。

显
,

也更加具体
。

不仅如此
,

哲学对于课程论的影响往往还要通

萌 芽时期
,

课程还没有形成 系统的理论体系
,

它 只是 以知 过心 理学作为 中介来实现
。

随着课程论和心 理学各 自的发展
,

识观和课程观的形式存在的
。

例如柏拉图认为唯一真 实的知识 心 理 学作为课程 论的理论基拙 的作 用 也越来越 强
,

越来越突

必 须是有关概念的
,

因为他主张在学校里最重要的课程史辩证 出
。

法
,

其次是数学
,

再 次是其他学科
。

2
.

在 心 理学
、

社会学
、

哲学这三者中
,

哲学是最基本的理论

雏形时期
,

西 欧 已经稳步进入资本主义社会
,

学校 已 经逐 基拙
。

因为 不仅课程 与教学的理论与 实践 以哲学味依托
,

而 且

渐向现代化形 态发展
,

涌现 出新一批 的教育 家
。

他们提 出 了新 心 理学与社会学也是受哲学引导
、

支配的
。

的教育 思想
,

其中包括学校课程 的思想
,

如夸美纽斯的 法制主 3
.

社会学对课程的意义和价值至少体现在两 个方 面
:

第一
,

义教育思想
、

斯宾塞的分课课程 的基本框架等
。

这些思想逐渐 微课程研究提供学科范式 ; 第二
,

其基本原理和方 法为课程论

系统化
,

构成了课程理论的雏形
。

提供前提和基拙
,

其研究成 果成为课程论 的理 论依据
,

成为课

课程论 的独 立 以 1 9 1 8 年 美 国课程理 论 家博 比特 的著作 程改革的动力
。

《课程 》出版 为标 志
,

此后 20 世纪 30 一4 0 年代泰勒原理 的 问世 参考文献
:

和成熟
,

被普遍认为是课程论成 为独 立学科的标志
。

在这一时 l[] 施 民方
.

课程 理论

—
课程的基拙

、

原理 与 问题
.

北京
:

期
,

典型的代表人物有博比特
、

查特斯
、

泰勒等人
。

他 们为课程 教育科学出版社
,

1 9 9 6

论的独立起到 了从量 变到质变 的作 用
。

z[] 张华
.

课程流派研究协月
.

山 东
: 山 东教育 出版社

,

20 00
.

结语 时调整学科 专业结构和方向
,

对教学内容进行优化
,

使课程 内

上述几个方 面是电 脑美术课程 中人才培养方式的思考
。

培 容更贴近社会需要
,

具有应 用 性和实用性
。

培养学生创造性思

养学生应 当尽可能适应各种环境
,

对课堂上的要求作 出积极反 维的开发
,

目标 多元化
,

使人才的培养更加的合理
,

让设计类教

映
,

大胆拓展
,

以达到课程跃进性的培养的真正 目的
。

而 教师在 育 可持续发展
。

设计课程 中
,

应率先对专业人才培养方式进行调整 与改革
,

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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