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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西方课程思潮研究》内容简介：迄今为止，关于“课程思潮”的系统分析与梳理仍然有很大的发展
空间。以“课程思潮”为关键词的学术期刊论文并不多见，而以“课程思潮”为研究主题的专著或教
材也难以寻觅。与“课程思潮”相关的研究有“教育思潮”、“教育思想”、“课程流派”和“课程
改革”研究。其中，中外教育思想和教育思潮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与课程思潮研究相对接近的当是“教育思潮”，课程改革研究成果中也会涉及教育思潮、课程思潮对
课程变革的实际影响。毕淑芝等主编的《当今世界教育思潮》，将教育思潮理解宏观和微观两大类型
，介绍了教育的经济主义思潮、教育的科技取向思潮、教育的个性化思潮、终身学习思潮、全民教育
思潮、“被压迫者教育学”思潮、女童教育思潮。该研究思路清晰，教育思潮主次关系明确，对教育
思潮的评价也较为全面，并适当分析了其对于我国教育教学的影响。
“课程流派”研究与课程思潮最为接近。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从课程哲学角度对美国经验自然主义
课程范式、要素主义课程范式、解构主义课程范式、人本主义课程范式、主导课程范式、实践的课程
范式、概念重建主义课程范式和后现代主义课程范式进行了深入剖析，是迄今为止课程流派研究不可
多得的研究成果。
课程思潮，在课程和哲学的交叉点上。基于不同哲学见解和思想的课程观零零碎碎，有的观点没有见
诸实践，有的观点则在实践中影响很大，在课程研究与实践领域长时期占据主导地位。因此，我们选
择课程思潮所包涵的课程思想或主张、流派或理论，就注重在哲学思想或者在实践中的影响，凡是影
响大、流传广、辐射力强的课程思想、理论和思潮，均纳入研究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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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第一节 学科中心课程理论形态的确立——要素主义课程一、共同的不变的
文化要素——要素主义课程的思想基础一、传递共同的文化遗产——要素主义课程思潮的具体主张一
、要素主义课程简要评析第二节 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的推波助澜——永恒主义课程一、永恒的实在的真
理：永恒主义课程的思想基础一、设置“永恒学科”课程，促进学生理智的发展——永恒主义课程的
具体主张一、永恒主义课程简要评析第三节 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的现代化——结构主义课程一、科学教
育与结构主义——结构主义课程的思想来源一、结构课程——结构主义课程的具体主张一、结构主义
课程简要评析第四节 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的主要特征与问题一、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的特征一、学科中心
课程思潮的问题第五节 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的主要影响与启示一、学科中心课程思潮的影响一、学科中
心课程思潮的启示第二章 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第一节 活动中心课程的极端理解：浪漫主义活动中心课
程思潮一、浪漫主义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思想基础二、浪漫主义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基本主张第二节 
实验主义活动中心课程思潮一、实验主义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理论基础二、实验主义活动中心课程思
潮的主要观点第三节 “设计教学”：活动中心课程思潮典型范例一、“设计教学法”：理解为教学法
还是课程设计二、设计教学是一种典型的活动中心课程三、“设计教学”是否应该归结到“社会中心
”行列第四节 统合性活动课程：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演进一、催生活动中心课程思潮进一步发展的思
想基础二、统合性活动课程的特征第五节 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影响及启示一、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影
响二、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局限与启示第三章 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第一节 儿童中心课程思潮之源：人
性启蒙一、人文主义：人性启蒙的土壤二、顺应天性的“自然人”三、自然性：人性启蒙的关键词四
、自然教育：基于人性启蒙的教育五、基于人性的儿童中心论第二节 浪漫进步主义儿童中心课程思潮
一、浪漫进步主义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土壤：进步主义教育运动二、浪漫进步主义儿童中心课程思潮
的基本主张第三节 人本主义课程思潮：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深化发展一、生成基础二、人本主义课程
思潮的基本主张第四节 开放教育：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实践典范一、开放教育的理念二、开放教育的
特征三、开放教育课程实施第五节 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特征与问题一、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特征二、
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问题第六节 儿童中心课程思潮影响与启示一、儿童中心课程思潮的影响二、儿童
中心课程思潮的启示第四章 社会中心课程思潮第一节 社会改造主义课程一、危机时代与教育使命一
、学校课程应致力于改造社会一、问题中心课程第二节 社会中心课程思潮在苏联的变迁一、社会本位
思潮在苏联课程变迁中的地位一、20世纪20年代课程改革的社会中心取向一、苏联社会中心课程的特
点第三节 社会中心课程观的极端表现：国家主义课程一、20世纪国家主义课程的世界图景一、德、意
、日的法西斯国家主义课程一、“冷战”时期美国课程的国家主义倾向第四节 社会中心课程思潮的问
题与前景一、社会中心课程思潮的问题一、社会中心课程思潮的前景第五节 社会中心课程思潮对中国
的启示一、警惕社会中心观对学校课程的扭曲一、学校课程不能放弃社会使命第五章 技术本位课程思
潮第一节 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生成背景一、社会背景一、学术实践背景第二节 理论基础一、科学管
理理论：最为直接的理论基础一、逻辑实证主义理论与技术本位课程思潮三、行为主义理论：主要的
心理学基础第三节 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发展阶段及基本主张一、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早期发展及主张
一、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成熟阶段及主张三、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进一步深化阶段及主张第四节 技术
本位课程思潮的特征与质疑一、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基本特征一、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质疑第五节 技
术本位课程思潮的影响与启示一、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影响一、技术本位课程思潮的启示第六章 理解
本位课程思潮第一节 理解本位课程思潮兴起的背景一、理解本位课程思潮兴起的政治经济背景二、理
解本位课程思潮兴起的文化背景三、理解本位课程思潮兴起的学术背景第二节 理解本位课程的早期发
展一、实践性课程二、过程模式第三节 理解本位课程的确立一、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的理论基础二、概
念重建课程理论的发展三、概念重建主义课程理论的主要观点第四节 课程的多元理解一、政治课程理
论二、种族课程理论三、女性主义课程理论四、现象学课程理论五、后结构主义课程六、自传性课程
理论七、生态学课程理论第五节 理解本位课程思潮的特征与启示一、理解本位课程思潮的特征二、理
解本位课程思潮的启示第七章 课程研究与实践：多元平衡与本土行动第一节 课程思潮的对立与平衡
一、学科中心课程思潮与活动中心课程思潮的对立与平衡二、儿童中心课程思潮与社会中心课程思潮
的对立与平衡三、技术本位课程思潮与理解本位课程思潮的对立与平衡四、课程思潮的多元统一五、
课程研究思维方式的变革：对立到对话，互补新生第二节 课程研究的国际视野与本土行动一、本土意
识与民族情怀二、国际视野下的本土行动第三节 扎根本土深化改革一、依托传统与历史经验：“本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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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动”的根基二、直面教育现实：“本土行动”的突破口三、本土生长：“本土行动”的发展策略四
、课程行动研究：本土行动的关键路径主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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