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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社会学》

内容概要

《课程社会学》为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教育社会学丛书”之一，内容包括:课程社会学研究概
述、当代西方课程社会学研究述评、社会系统与课程、课程内容的社会学分析、课程结构的社会学分
析、课程授受的社会学分析、课程评价的社会学分析、课程现代化的社会学分析。适合广大中小学教
师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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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社会学》

作者简介

吴永军，男，1964年10月生于南京，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研究会教育社会学专业委
员会 秘书长，教育部新课程实施专业支持工作组核心成员，教育部南京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
，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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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社会学》

书籍目录

总序 导言：我国开展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审视 第一章 课程社会学研究概述   第一节 课程社会学研究脉
络      一 中国学者的论述      二 西方学者的论述   第二节 课程社会学研究内容及理论基础      一 课程界说 
    二 课程社会学研究内容      三 课程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基础      四 课程社会学研究的学科性质   第三节 
课程社会学研究方法      一 研究方法论      二 研究取向      三 具体研究方法 第二章 当代西方课程社会学
研究述评   第一节 课程社会学研究产生的背景      一 独特的社会背景      二 学科逻辑基础      三 方法论基
础   第二节 课程社会学研究的主要内容      一 新教育社会学的课程研究      二 新马克思主义社会批判理
论对课程的研究   第三节 课程社会学研究评析      一 政治倾向      二 科学价值      三 不足之处 第三章 社
会系统与课程   第一节 课程产生与发展的社会基础      一 课程的产生      二 课程的发展   第二节 社会系
统要素对课程的制约      一 政治经济对课程的影响      二 文化对课程的影响   第三节 课程的社会功能      
一 社会政治经济合法化的功能      二 社会意识形态的巩固和强化功能      三 社会控制的整合功能      四 
社会“制度文化”保存与活化的功能      五 政治社会化功能 第四章 课程内容的社会学分析 第五章 课程
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第六章 课程授受的社会学分析 第七章 课程评价的社会学分析 第八章 课程现代化的
社会学分析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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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社会学》

章节摘录

　　三、课程内容的社会本质　　前面已说过，课程内容说到底是社会对其未来成员加以控制（即社
会控制）的中介。从社会学角度讲，学校实质上是社会对年轻一代实施控制的主要工具，因为学校被
人们视为保存和传递人类文化精华的主要机构，其保有和传递的知识是教师与学生开展教育活动的基
本依据，社会期待学生所学习的各种知识、技能及价值观念基本上都浓缩在学校课程中，并且常常被
视为不容置疑的客观真理。因此，统治阶级总是力图通过控制学校课程来达到社会控制的目的；从微
观领域来说，社会控制的主要方面在于课程内容的控制。因此，课程内容就其社会本质而言是社会控
制的中介。资本主义社会，统治阶级更是在“民主”的幌子下加强了学校及其课程的控制，因为“在
发达的工业社会中，学校是特别重要的文化资本的分配机构，它对于给范畴、知识形式以合法化起着
关键作用”。　　明确了课程内容的社会本质，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特定社会的知识总体中的某些
部分能成为课程知识，而另外部分却不能成为课程知识。其主要原因可由“社会控制”来解释。任何
一种知识无论其社会价值和本体价值有多大，要想成为课程知识，必须符合社会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
，满足其社会控制的目的。否则很难或根本不可能进入学校课程。前文已述，不同作家的作品能否进
入课程从而显现出不同的“命运”，充分说明“社会控制”的机制所在。即使是同一作家，其不同作
品以及同一部作品在课程中也会有不同的“命运”。例如叶圣陶先生，作为现代中国语文教育的先驱
者，其作品一再被选人中小学语文教材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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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社会学》

精彩短评

1、毕业论文重要参考书之一
2、在引介西方现代课程思想方面给了我许多便利，尤其对Eggleston和Bernstein的介绍给我很多启发。
但整书用力不均，牵强地扯来一堆教育史的东西有什么必要呢，反而削弱自己的理论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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