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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校课程制度论》内容简介：现代课程是一种制度化形式的课程，它是在特定制度背景下的社会文
化建构。在课程变革中，学校课程制度具有根本性。课程变革的价值理念要通过课程制度来规范、稳
定和形成课程秩序并使其制度化，学校课程制度运作是其支撑和保障力量。
《学校课程制度论》在把课程理解为“制度文本”的基础上，借鉴多学科制度研究的理论资源，以制
度分析作为方法论工具，对课程与制度的关系进行深入分析，揭示了制度化课程和课程制度化的内在
机制，提出学校课程制度是影响课程发展的核心因素的理论假设、课程制序是学校课程发展的理性诉
求。学校课程制度具有价值性与技术性的双重特质，在合理性与合法性的基础上形成规范与秩序、走
向自由，是学校课程制度生成与变革的方向与现实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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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校课程体制的制定，一要服从国家的基本课程制度贯彻落实的需要，二要以国家基本课程制度
提出的基本原则为依据，受其指导和制约。学校课程体制虽属于学校制度系统的一个子系统，但由于
其自身又是由若干具体课程制度配套组合而成的，它也具有系统性。　　学校课程机制的含义相对明
晰一些。机制的本义是“机器的构造和工作原理”，后来引申为泛指事物之间较为稳定的相互联系和
相互作用。学校课程机制构成学校课程主体的相互联系，可看作是学校课程机制的静态关系结构；各
学校课程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是学校课程机制的动态表现形式；这种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具有相对稳
定性，并将会产生相应的课程功能作用。学校课程机制是对学校不同课程主体之间相互联系和相互作
用的方式和过程所作的课程制度安排，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课程制度过程。　　学校课程机制与学校课
程体制存在相互依存的关系：一方面学校课程机制必须依托学校课程体制来形成和运行，没有学校课
程体制为依托，学校课程机制就会失去赖以存在的基础；另一方面，学校课程机制是学校课程体制发
挥作用的载体和运作形态，学校课程体制需要借助学校课程机制运作来实现自身的作用和价值。在课
程相互关系上，学校课程机制必须与学校课程体制相适应，学校课程体制发生转变学校课程机制也要
随之做出相应的转变；同时，学校课程体制又必须通过学校课程机制运作来具体贯彻落实，没有学校
课程机制作为运作载体，学校课程体制也将无法得到实现。　　学校课程机制着眼于在不同学校课程
主体之间建立有机课程联系，使之相互作用，表现为一种动态的课程制度运作过程，而学校课程体制
则着眼于确立课程行为规范和秩序，这是两者的相异之处。丽者的密切关系在于，学校课程机制的有
机联系需要通过学校课程体制的制度安排来确定，表现为一系列具有内在联系的规则或程序。因此，
对于学校课程机制来说，内在有机联系成为学校课程机制的实质内容，学校课程体制成为学校课程机
制的外在形式，学校课程体制与机制相互作用，从而成为一种内容和形式相统一的有机整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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