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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行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模式
———试解读泰勒 《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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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行为目标是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关键词之一 , 它是制定教育目标 、选择学习经验 、
组织学习经验 、评价教育目标的核心。 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中 , 泰勒详细介绍了行为目标的相关概
念 , 及与它相关的需要与兴趣等因素和基于行为目标的评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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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rgetbehavior-basedcurriculummodel
———ThinkingonTaylor's"BasicPrinciplesofCurriculumandInstruction"

LiGai-lan, YangJun, TianRong
(EducationInstituteofNorth-westNormalUniversity, Lanzhou, Gansu, 730070)

Abstract:ThebehaviortargetisakeywordinTaylor'sbooknamed"BasicPrinciplesofCurriculumandInstruc-
tion".Itisthecoretoseteducationalgoals, toselectlearningexperiences, toorganizelearningexperiences, andto
evaluatetheeducationalobjectives.Inthebook, Taylordescribedtherelatedconceptsofthebehavioralobjectives
andtherelatedfactorssuchastheneed, theinterestsandtheassessmentmodelofconductbasedbehavioraltargeting
indet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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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勒在其著作《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 ,系
统发展了基于行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模式。他认为 , 教育
是一种改变人的行为方式的过程 , 教育目标既要指出学
生需要养成某些社会期望的行为 , 又要指明这些行为能
在社会和生活领域中被接受和应运。泰勒指出行为目标
的作用就是 “有助于选择学习经验和指导教学” 。结合泰
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 , 解读基于行为目标的
课程设置模式。

　一 、“行为 ”和 “目标 ”的涵义
在泰勒原理中 , “行为 ”一直是被强调的核心概念。

这里的 “行为”是广义的 , 它 “包括人的思维 、情感以及外
显的行动。” [ 1] 126泰勒一方面非常强调行为目标 , 另一方
面他也重视学生的情感和能力的培养 , 把 “思维和情感”
作为行为的表现形式。这是由于 “思维和情感”具有复杂
性和抽象性 , 需要借助行为外显出来 , 以便更好地把握和
评价。

在泰勒原理中 , “目标”是 “人们有意识追求的对象 ,
即学校教职人员想实现的宗旨” [ 1] 123 , “目标”归根到底是
一个 “选择”的问题。学校的目标就是 “提供有助于人们
明智处理这些当代问题的知识 、技能及态度等等” [ 1] 126。
泰勒提出 , 目标要尽量具体化 、清晰化 , 具有可操作性 ,最
好包括行为和内容两个部分。这样不但限定了学生学习
的内容 , 而且还规定了学生对这些内容产生的结果。

在泰勒的模式中 ,行为目标是学校在选择 、创造和组
织学习经验时 , 根据学生的外显行为 、思维 、感情 、心理等
特点来设置的使学生行为发生改变的教育目标。该教育
目标的评估 , 是根据学生外显行为的改变来确定。所以
泰勒的整个课程过程就是学生的行为发生变化以及以此

作为教育目标评估的标准。

　二 、需要是行为目标的源泉
在泰勒看来 ,对学习者本身信息的研究是获得行为

目标的重要来源和有利途径 , 其方法主要是依靠对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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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的 “需要”做调查研究。在此他提到 “需要 ”有两种含
义 , 一种是 “学习者目前的状况与公认常模之间的`差别 '
或`差距 ' , 即应然与实然之间的差距” [ 1] 127-128;另一种则
是心理学的概念 , 即把 “需要 ”视作 “有机体内部的张力 ,
为了保持有机体处于正常 、健康的状况 ,必须使这些张力
恢复平衡 ” [ 1] 127。 泰勒把课程的行为目标建立在第一种
意义上的 “需要”, 即把有关学习者的信息与某些理想的
标准以及对公认的常模的某些看法进行比较 , 从而明确
学习者的差别 , 并提出学习者可能达到的行为目标。

既然学生的需要是行为目标的重要来源 ,那么学校就
要集中精力研究学生现阶段发展的需要 , 并把它规划到行
为目标中去。泰勒提出对学生需要的研究主要有两个部
分 ,一是发现学生的现状 , 二是将这种状况与公认的常模
进行比较 ,得出学生存在的差距或需要。泰勒还提到研究
学生 “需要”的几个方面 , 如对学生生活各个方面进行调
查 ,对学生的习惯、知识 、想法 、态度 、兴趣等进行研究。还
要考虑不同学校 、同一学校不同团体的学生需要。

　三 、兴趣是行为目标的动力
泰勒认为 “教育是一个主动的过程 ,它要求学习者自

己积极主动的努力 , 而学习者自身的兴趣是教育目标的
首要基础。”在学校的情境中 , 学生只有对学习的事物感
兴趣 , 他才可能积极地参与学习活动。因此泰勒提出要
注重对学生兴趣的研究 , 具体可以通过观察学习者的学
习活动 、社交 、校内习惯 , 也可以与学生和家长进行访谈 ,
了解学生对事物的看法及他们的观点 、兴趣 、人生观等。
还可以用问卷和测验的方法。泰勒强调学生兴趣 , 是为
了让学生积极地参与到别人规定好了的行为目标中改造

自我。另外 , 泰勒注重学生的实践 , 提出给学生提供机会
在实践中体验 , 并在实践中获得满足 , 提高兴趣。

　四 、对基于行为目标的课程评估
评估是课程编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操作步骤。泰勒

认为评估的对象是学生的行为 , 因为教育寻求的正是学
生行为的改变。评估的实质就是判断课程和教学计划对
教育目标的实现程度 , 并指导教师通过教学影响学生的
思维 、情感 、态度 、价值观等发生变化 , 最终使学生外显的
行为改善并得到社会的认可。评估的过程就是确定基于
行为目标的课程与教学实际达到目标的程度的过程。

泰勒提出教育评估应该进行至少两次评估:一次是
在教育计划早期进行 ,另一次是在后期进行 , 从而测量在
这个期间学生行为发生的变化。 评估过程可以分为三个
步骤:第一步就是要明确教育目标的概念 , 以便了解这些
目标实际上达到的程度;第二步是要确定使学生有机会
表现教育目标所隐含的那种行为的情境;第三步是设计
各种评估工具和方法 。评估的方法有纸笔测验 、交谈 、问
卷 、观察 、抽样 、记录等。 对于评估结果 , 泰勒认为 , 不应
该只是一个单一的分数或单一的描述性术语 , 而应该能
够反映学生目前状况 ,评价本身就是让教师 、学生和有关
人士了解教学的成效 。

　 五 、辩证地看待基于行为目标的
课程设置模式
　　泰勒运用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 , 重视对研究内容的
明确界定 , 注重客观性 ,为此他把行为目标作为课程设置
的核心。大多数课程理论认为 , “行为目标”取向克服了
普遍性目标取向的模糊性的缺陷 , 为课程编制科学化作

出了积极贡献。因为 “行为目标”具有精确性 、具体性 、可
操作性的特点 , 当教学内容以 “行为目标 ”的形式陈述的
时候 , 教师能更加清楚地了解教学任务 ,有利于教师控制
教学过程 , 同时还有利于教育者就教学内容准确地与学
生家长 、学生展开交流 ,更重要的是 “行为目标”便于作出
准确的评价。

但也有批评者指出泰勒基于行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模

式 , 只关注预设的教育目标的达成度 , 漠视非预设的或伴
随性学习成果 , 歪曲了课程本质与功能。同时过于强调
可测的教育目标 , 造成学校课程研制过程中的机械主义
及课程内容组织中的支离破碎状况。工具化的知识观与
社会效用标准观 , 使课程成为社会适应及社会控制的手
段 , 而缺乏对社会文化的批判 、改造及重建的责任意识及
使命感。有些批评者还指出泰勒评价模式只注重对目标
达成程度的评价 ,而没有对目标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泰勒的基于行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模式具有其时代局

限性 , 也有其自身理论的局限性。它不是静止的可以现
成使用的课程模式 ,而是一个动态的 、需要根据具体的时
代和教育情境创造和发展的理论。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
用现在的标准去衡量他的理论 , 更不能让这一理论充分
描述 、解释和预测当下的课程实践 , 但其存在的合理性仍
需我们冷静地分析。

　六 、总结
课程设置是一种实践性的工作 , 它力图设计一种能

够达到教育目的的系统。 泰勒的基于行为目标的课程设
置模式为我们诠释了课程设置的一般程序和方法。在泰
勒看来 , 课程的各个环节根据实际状况要进行不断地调
整 , 并且利用评估来改进教育目标 , 从而改进教学内容的
选择和组织。我们应该利用评估来改进课程目标 , 改进
学习经验的选择和组织 , 同时我们应根据课程设置过程
中出现的不确定因素 , 包括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及不确定
的周围情境等实际情况出发不断地调整和改进课程设置

的各个环节 , 使课程适应不同情境下的教学需要 , 符合学
生的实际。

目前 , 我国新课程改革强调要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教
师不断提高 、课程不断发展 、评价模式多元化。 因此 , 我
们今天可以借鉴泰勒提出的行为目标的课程设置模式 ,
扬长避短 , 结合各个学校的实际教学活动情境 ,调查研究
学生群体的兴趣和需要 , 设计适当的符合普遍学生群体
的教学计划和教育目标 , 使学生在学习活动的过程中获
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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