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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晓课程与教学知识，明辨课程与教学原理
——评徐继存教授主编的《课程与教学概论》一书

课程与教学论是教育学的一门重要学科，在教育理论体系中占有突出地位。课程与教学论也是高师院校教

育学专业学生的必修课，是所有师范专业学生应该了解和掌握的重要内容。当前，全国高师院校正在深化综合

改革，不断推进教师教育模式创新，也非常重视课程与教学论课程的开设和教材的选编。近期，读了山东师范

大学徐继存教授主编的《课程与教学概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一书，感觉眼前一亮，发现该

书有不少创新之处，是一本值得认真研读的好教材，可以作为当前高师院校教师教育的选用教材。

该书基于现有课程与教学论的框架，着眼于对课程与教学关系认识的合理定位，建构了具有理论基础和实

践逻辑盼课程与教学论的内容结构。从结构上看，全书思路清晰，逻辑严密，内容完整，层次鲜明。其主体内

容可以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1、25)，在梳理课程与教学历史发展的基础上，简要分析了课程与教学的

基本概念，阐释了对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解，有助于学生更好地把握课程与教学的关系；第二部分(3-8章)，

据内容的逻辑关联，从目标、设计、内容、实施、管理和评价等方面，深入阐释课程与教学论的基本范畴，有

助于学生从整体上把握课程与教学论的学科框架；第三部分(9、10章)，立足当前的课程与教学实践，对课程

与教学改革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进行了澄清，梳理和总结了课程与教学研究的基本类型和方式，这有助于学

习者更好地研习和践行，形成自身的课程与教学认识。

通览全书，可以发现以下三个鲜明的特点：

第一，强调学科基础知识。该教材对课程与教学的一些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基本范畴进行了详尽的阐

述，力求使学习者能系统地了解和把握课程与教学论学科的知识脉络，为进一步学习和研究打好基础。当然，

这不表明“基础”中所阐述的内容和问题以及人们看待这些问题的思维方式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基础教育实践

的变革，人们对课程与教学论学科中的基础问题又会有一些新的认识与思考，这也是该书力求去体现的理念。

第二，教材内容与时俱进。该教材在涵盖国内现有课程与教学论学科基础知识的前提下，吸收近年来学术

界研究的最新成果，体现了编者团队自身的研究特色，教材内容推陈出新，适应了新时代背景下教师教育的需

要。如在第三章“课程与教学目标分类”中增加了“学生核心素养”部分，在第七章“课程与教学管理”这一

部分补充了“学校课程建设”的相关内容，第九章“课程与教学改革”中的部分阐述也体现了编著者富有个性

化的思考和理解。

第三，突}}{教材的拓展性。教材可以为知识的学习与巩固提供基本的依据。好的教材不仅能让学生获得知

识，也可以引发学生的思考。在体系安排上，本教材在各章内容之前设置“导言”，引导学生课前预习，系统

了解本章知识内容；每章结束后专门列出了“问题与思考”和“拓展阅读”，也有助于进行课后复习和深入思

考，开阔学术视野，培养研究意识。

本教材主要面向高师院校师范专业本科学生，因此特别注意使用明晰、易懂的语言来陈述课程与教学理

论，避免华而不实的宏大叙事，讲求文字的精炼和简洁，对相关理论做出了深入浅出的分析和阐释。如此设计

有利于学生对理论的吸收和内化，并可以此作为思考课程与教学问题的起点。总之，《课程与教学概论》一书

结构体系完整，内容充实，概念明晰，论述严谨，是一本特色鲜明、富有创新性的课程与教学论教材。

(李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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