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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论》

内容概要

课程论是教育学的一个重要分支学科，是系统研究学校教育中的课程现象和课程问题的专门理论。本
书是课程论学科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体现了作者十余年来对课程问题的系统研究和深入思考。它从
三个层面全面阐述了课程论的学科发展状况，包括上篇“课程的基础与原理”、中篇“课程的思潮与
流派”、下篇“课程的实践与变革”。上篇阐述了课程论学科的历史发展脉络和专业知识基础，探讨
了课程论的学科发展概况、中外课程的历史发展、课程的基本概念和范畴以及课程论的学科基础等；
中篇对近现代以来的主要课程理论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经验主义课程理论、要素主义课程理论、结
构主义课程理论、实践性课程理论、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理论、批判课程理论、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等
；下篇则从课程实践的角度阐述了如何设计、开发、实施和革新学校课程，包括课程开发的基本模式
和基本环节、学校课程建设与创新、课程管理与课程领导、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等。本书是新时
期我国课程论教材建设的新成果，它体系完整、体例新颖，而且视野开阔，可读性强。它既充分吸收
了国际上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能够发挥理论引领作用，又体现了对实践问题的关注和理论应用，有
助于引领学校课程创新、丰富课程实践、提升教育工作者的课程意识与专业素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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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明全教育学博士，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专业为比较教育学、课程与教
学论，主要研究领域包括课程理论研究、学校课程建设与校本课程开发、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比较教育学科发展等。主讲课程有“课程论”、“教育学原理”、“教育科学研究方法”和“比较课
程与教学论”等。2014—2015年获得国家留学基金委资助，到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UCF）访学一年
。校外学术兼职主要有：第一届“全国教师教育课程资源专家委员会”专家、“全国小学课程改革联
盟专家委员会”专家、“民族贫困地区中小学教师综合素质培训项目”专家等。主持过多项省部级以
上课题，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代表著作有《革新的课程实践者——教师参与课程变革研究》、《课
程概论》、《国际视野下的STS课程研究》、《世界著名教育思想家：泰勒》等，译著《教育知识的
哲学》、《情境中的课程——课程与教学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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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课程的基础与原理
第一章课程论学科概况
导读
第一节现代课程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第二节课程论的学科属性
第三节我国课程论学科发展的历史、现状和趋势
第二章中国课程的历史发展
导读
第一节课程的起源
第二节中国古代教育家的课程思想简介
第三节中国传统儒学课程和蒙学课程的发展
第四节中国课程的近代化转向
第三章西方课程的历史发展
导读
第一节西方课程的起源与“七艺”课程的提出
第二节“七艺”课程的演变
第三节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课程
第四节西方课程的近代化
第四章课程的内涵、形态与范畴
导读
第一节课程的内涵及其发展
第二节课程的基本形态
第三节课程研究的基本范畴
第五章课程论的学科基础与课程知识谱系
导读
第一节课程论的哲学基础
第二节课程论的社会学基础
第三节课程论的心理学基础
第四节课程知识谱系
中篇：课程的思潮与流派
第六章经验主义课程理论
导读
第一节历史渊源与思想遗产
第二节提出背景与代表人物
第三节基本的课程主张
第七章要素主义课程理论
导读
第一节提出背景与代表人物
第二节基本的课程主张
第三节影响及评价
第八章结构主义课程理论
导读
第一节提出背景与代表人物
第二节基本的课程主张
第三节影响及评价
第九章实践性课程理论
导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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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提出背景与代表人物
第二节基本的课程主张
第三节影响及评价
第十章当代课程理论的繁荣
导读
第一节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理论
第二节批判课程理论
第三节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
下篇：课程的实践与变革
第十一章课程开发的基本模式
导读
第一节“泰勒原理”与“目标模式”
第二节课程开发的“过程模式”
第三节课程开发的“情境模式”
第十二章课程开发的基本环节
导读
第一节确定课程目标
第二节选择课程内容
第三节组织课程内容
第四节实施与评价课程
第十三章学校课程建设与创新
导读
第一节学校课程设置的分析与调整
第二节课程的设计与组织
第三节不同形态的课程组织与实例分析
第十四章课程管理与课程领导
导读
第一节制度创新与课程管理的转型
第二节课程领导的内涵、原则与职能
第三节校长课程领导的主要课题
第十五章课程变革与教师专业发展
导读
第一节课程变革的原理及实践
第二节我国新世纪课程改革的实践举措
第三节课程改革对教师专业发展的促进
第四节教师参与课程变革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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