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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前言

　　得悉黄显华老师退休，百感交集。编辑委员会一方面替他高兴，因他在教育界辛劳近40年，终于
可以较轻松地生活、享受人生。然而，另一方面，对我们这一群受培育的学生，却感若有所失。因此
，我们立意编辑一本课程与教学的专集，既可在这领域作重要的参考数据，也能展示黄老师的贡献。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体会到黄老师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影响力。　　黄老师在课程与教学领域的贡献
良多，这是无庸置疑的。他在香港课程和教学领域，如果不是最具影响力的一位，也应该是其中的一
位。首先，他与人民教育出版社吕达和张廷凯以及当时任职台北师范学院、淡江大学的欧用生、陈伯
璋、黄嘉雄、周淑卿等教授，举办了十届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自1999年
至今，主题分别是“课程理论”、“课程改革”、“学校本位课程发展”、“课程统整”、“课程领
导与课程评鉴”、“课程改革的再概念化”、“课程发展、教师专业发展与学校更新”、“课程实施
”、“课程理论与课程改革”和“课程决定”。这些主题确能针对近年两岸三地课程改革所关注的焦
点。历届会议除提供多达400篇论文作参考外，也使三地学者聚首一堂，直接交流经验与研究成果。　
　黄老师向来重视以研究建立知识，作为探讨课程议题的基础。因此，他常领导后学一起进行实证研
究，涉及的项目很多，其中的例子有“九年免费义务教育研究”、普及教育的第二阶段研究、“中学
中国语文《试行课程——共同发展学习材料》计划实施期间学校的改变研究”、“新修订中学中国语
文课程实施情况评估研究”等。这些研究成为他著述的重要基础，也成为香港课程研究的重要参考资
料（参见本书的第四部分各章）。　　至于黄老师的培育后学，更是别具特色。他在香港课程与教学
领域，以至整个教育的发展上，具有独特的地位。黄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学系的
课程发展上，积极参与，包括1988年至1990年代初的教育学士课程，1990年代中的教育（课程与教学
）硕士课程，1990年代后期的教育（课程与教学）博士课程。因此，他的学生众多，包括教育学士、
教育硕士（课程与教学）、哲学硕士（课程与教学）、教育博士（课程与教学）、哲学博士（课程与
教学）等课程的学生。黄老师常以培育学生为己任，虽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同意其观点，也不是每位
学生都接受他指导论文，但是每一位上课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教学认真、上课用心、预备充
足，而且能够把教育意念在课堂内实践。　　除了体验黄老师的影响力外，我们在编辑本书的过程中
获得不少支持。一位台湾学者听到这消息后，强调“要把这事弄好！要把这事看作一件大事。”在邀
请人参与时，很多学者和同学毫不犹豫地答应。我们深知各学者非常忙碌，身兼多职，但仍积极支持
。按我们的了解，很多作者在百忙中，如在外地讲学研究、出席国际会议、乘飞机、赶博士论文、完
成研究计划等期间，抽空撰写文章。编辑委员会成员对每一位提供文章的作者，万分感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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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内容概要

《课程与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旅程》收录了黄显华老师在长期教学经验的基础上所撰写的多篇学术论文
共48个篇章，具体内容包括《个别差异、学习动机与学习模式的关系》《大学课程设计模式的分类课
程实践》《基础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的构建问题》《香港课程研究发展的足迹》《从学生的角度评析校
本阅读课程的成效》等。
至于黄老师的培育后学，更是别具特色。他在香港课程与教学领域，以至整个教育的发展上，具有独
特的地位。黄老师在香港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教学学系的课程发展上，积极参与，包括l988年
至l990年代初的教育学士课程，1990年代中的教育（课程与教学）硕士课程，1990年代后期的教育（课
程与教学）博士课程。因此，他的学生众多，包括教育学士、教育硕士（课程与教学）、哲学硕士（
课程与教学）、教育博士（课程与教学）、哲学博士（课程与教学）等课程的学生。黄老师常以培育
学生为己任，虽然不是每一个学生都同意其观点，也不是每位学生都接受他指导论文，但是每一位上
课的学生，都不约而同地称赞他教学认真、上课用心、预备充足，而且能够把教育意念在课堂内实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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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作者简介

黄显华，社会科学学士、教育文凭及文科教育硕士（“中大”），教育博士（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
。曾任三所小学教师、两所中学教师、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教学顾问，参与世界银行在中国的教育技术
援助项目协调工作。曾任香港特区政府中央政策组非全职顾问，教师教育与教师资格咨询

Page 4



《课程与教学》

书籍目录

第1章  课程理论的实践：导论黄显华教授选著　第2章  课程改革、课程研究与课程理论的关系　第3章
 课程研究在香港：课程设计、决定、实施与评鉴的知识基础　第4章  筛选教育与普及教育的课程设计
：适切性和有效程度　第5章  个别差异、学习动机与学习模式的关系课程理论　第6章  黄显华教授：
课程研究与学术成就　第7章  筏喻的课程观　第8章  课程理论之分析　第9章  从课程政策到教学转化
——教学的科学性与艺术性　第10章  课程改革的营销导向　第11章  影响课程实施的因素：基于实施
取向的探讨　第12章  课程评鉴过程中的价值判断取向　第13章  超文本课程——课程发展的未来走向
　第14章  谈论课程为何会是如此复杂　第15章  让教师走向充满意义的新课程改革旅程　第16章  大学
课程设计模式的分类课程实践　第17章  香港中国语文课程实施与评鉴——兼谈黄显华教授新修订中国
语文课程的研究　第18章  中国内地课程实施的策略与特征　第19章  基础教育教材评价体系的构建问
题　第20章  我的课程与教学之旅　第21章  我的课程旅程——台湾课程研究的范式转移　第22章  台湾
地区国民中小学九年一贯课程改革的基本能力分析　第23章  提升或沉沦：台湾小学师资培育机构之改
革与未来　第24章  关于中国内地和台湾地区课程决策研究的评述　第25章  香港课程研究发展的足迹
　第26章  重整教育咨询组织：建立专业沟通论域　第27章  从内地与香港课程改革看香港语文新课程
的理念和实施　第28章  从课程组织概念检视新修订高中中文科课程——兼论范文教学的利弊　第29章
 建基于研究之上的课程发展——析香港中学中国语文课程　第30章  比较及分析小学中国语文科新旧
课程　第31章  面对中学教师实施课程统整的困境：教师协作　第32章  课程、教学、教师：通达学习
、变式教学与学养教师　第33章  从学生的角度评析校本阅读课程的成效　第34章  专门用途英语项目
的课程开发：一项个案研究　第35章  香港的资优教育　第36章  PISA之　第一语言阅读评核与香港外
语阅读之课程和教学　第37章  老师对香港英文中学的跨课程语文发展的看法　第38章  利用意识增强
活动解决初中学生学习拼音之个别差异　第39章  评估一个硕士课程的品质：英语教学文学硕士课程教
学理论与实践　第40章  黄显华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的道与路　第41章  从自身经验看建构主义教学　
第42章  基于合作的教学决定：以课堂观察为例　第43章  教学策略形成的初步研究　第44章  开发确定
性学习环境的教学设计：一种目标主义与建构主义的整合方式　第45章  论“实践反思性”教师教育　
第46章  教师专业发展的核心元素　第47章  香港课堂交流的模式　第48章  兼顾“教师”与“学习”—
—在大学与学校伙伴协作计划中反思教师专业发展的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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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课程理论的实践：导论　编辑委员会　　课程与教学是教育的核心，也是涉及最多教育
工作者的一环。本书主要是汇集两岸三地学者的文章，从不同角度探讨这核心项目。全书的内容有四
个特点。首先，是兼重理论和实践。课程与教学的一个特点，是重视把其中的概念在实际脉络中实践
。霍秉坤、黄显华非常强调这一方面：笔者深信：课程的一个特点是必须把理论连于实践，而且是以
改善学生学习为目的。课程的组成部分包括：目标、内容、学习方法、教学法、学习的组织形式、评
价方法与技术、个中环境、学生和教师。这些组成部分相互关联、学习过程严谨，而且全在于如何考
虑教育过程和课堂上发生的情况。明显的，这种安排是面向学生学习的。在这方面，笔者并不期望课
程或教科书会发展出一些伟大的、涵盖极广的、深邃的理论，而是立足于实务的、针对脉络情境的、
易于理解、能影响课堂学习的理论。在本书的各部分，充分体现了这种理论和实践并重的构想。本书
第一部分是黄显华的选著，各章都重视课程理论和课程实践结合的概念。接着三部分是课程理论、课
程实践、教学理论与实践，都是开宗明义地以这个概念为纲领。　　如果理论和实践是本书的重要特
点，重视知识基础也是另一重要的特点。黄显华非常重视知识基础，强调这是理论和实践的根本。他
对这概念的立场是：“知识是为教育专业人士提供在教学实践时因时制宜的指南，并采取实用论证的
反应，确定具体事例中所有有关的因素，考虑各种不同的范式然后发展出各种可能的方案。目的在重
视找出较好方案。”他在编写书籍时，常以知识基础为其重要的指引。黄显华、霍秉坤在其《寻找课
程论和教科书设计的理论基础》的初版序言中强调建立知识基础是处理教育和课程改革的急务：国内
有些探讨课程论的文章题目用了对某某课程的思考、谈谈、浮想等用语。假如我们对课程的探讨视作
单纯的个人智性的活动，这些用语是无可厚非的；可是，假如我们视这些探讨的目的在建立课程论的
知识，好像其他社会科学或自然科学一般，找出一定的途径，使各个探究者都可以循彼此公认的框架
和方法，建立多数人都确认的知识，并以此等知识改善学生们的学习，应是处理目前我国教育改革，
特别是课程改革的急务。　　他在所有的著述中，不会放弃任何重申这概念的机会：　　笔者深信：
课程和教科书的探讨，必须以知识为本。我们认为，有三方面的知识值得加以发展，首先是一些理论
或概念的建构；其次是一些研究成果的报告；最后是对一些研究成果的综述和批判。初版已提及，建
构知识是一个永恒的过程，也是一个持续不断的经验。其问，研究人员必须探求别人在该课题的著述
、贡献、不足与限制。然后，运用多种的研究方法，按应有程序，在该领域中一砖一石地建筑。建构
这些知识，除了倚靠个人的创意外，也必须实事求是地探讨。　　在实践中，黄显华的著作不断强调
以知识为基础，而且这概念也贯穿这书的各篇章。书中的黄教授选着、课程理论、课程实践、教学理
论与实践等部分的文章，都是严谨的著述，旁征博引，重视知识。　　本书第三个特点是情理兼备。
全书包括了一些叙说个人经历的篇章，充满了情意方面的阐述。单文经谈及其文章时说：　　这篇文
章是由“我”以“我”自己为对象，把“我”从事“课程与教学”的学术研究工作比作“旅”程，向
读者叙述此一“旅”程的故事。换个角度来看，这篇文章在性质上是以自我叙事（serf—narration）的
方式，就我生命故事（life story）当中，与“我”从事“课程与教学”学术研究工作有关的部分加以书
写。　　欧用生也是叙说个人课程的旅程，其中也涉及不少个人的色彩；其篇首与篇末都提及与黄显
华教授：　　和黄显华教授的相遇，是我课程旅程中重要的一件事，这件事对台湾的课程研究来说，
也有显著的意义。近五十年台湾的课程研究约略可分为四个时期，首先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的移植
时期，以翻译美国早期的课程著作为主；其次是1960年代的科学化研究时期，用调查法研究各级学校
的课程实施状况及其问题；第三是1990年代的再概念化时期，进行课程研究典范的转移；第四是21世
纪以后，朝向国际化的时期。　　这是一条未境的旅程，也是艰辛的旅程，我们邀请黄显华教授一起
来参与，一起来探险。　　最后，这书可算是结合各方力量出版的课程与教学专著。除这篇导论外，
有47篇文章，其中4篇文章是黄教授撰写。本书的作者来自不同的地方，主要是两岸三地的课程学者和
黄教授的学生。黄教授过去十年领导两岸三地课程理论研讨会，加上其任职中文大学教育学院课程与
教学学系的同事。黄教授很重视内地、台湾、香港三地学者的交流，以吸取不同的经验：“我们深信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通过论文报告和交流，可以有助于建构课程理论。”。本书结合了三地
学者参与的力量。　　本书作者来自不同的地域，出身自不同的背景，关注不同的课题。所以，各篇
章的内容性质各异：有部分是课程理论或课程概念的文章，有部分是个人为学、为师的历程。因此，
要把这章的内容分析或有系统地整理，并不容易。本导论没有计划系统地分析各章内容，只是会综合
说明各部分的内涵，简单介绍全书的脉络。全书分四个部分：首先是黄老师的著述：二是一些与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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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

理论相关的文章；三是与课程实践相关的文章；四是教学理论与实践相关的文章。　　第一部分（
第2至5章）是黄显华教授的选著，共4篇文章，每篇文章各有一个主题：课程理论、知识基础、普及教
育的课程设计、个别差异。第2章是一篇理论性的文章，探讨课程改革、课程研究与课程理论三者的
关系。黄显华认为，三者是密切而互动的，课程发展和理解课程之间也不应是水火不兼容，而应是互
补的。课程工作者的任务应包括从了解学生，到关注人们以学习为目的的人类经历，全力为接受普及
学校教育的孩子和年轻人提供具坚强论据的学习材料。课程学教授应对实施普及学校教育所出现的课
程和教学问题作出响应。作者期望我们进一步反思：对于我们个人的理论和实践，我们还是要提出和
响应“从何处来”和“到哪里去”这两个具指导性的问题。　　第3章是强调课程研究应着重知识基
础。他尝试为不同层面的课程决定和实践提供知识基础。他一直强调：“写作本书的目的之一在建构
课程和教学论的知识。建构此类知识是一个永恒的过程，在其间，研究人员必须首先探求别人在他打
算研究课题的贡献、不足、限制与缺点。在这基础上，运用上述的方法和程序，在有关课题的万里长
城，增加一砖一石，即是说，在建设这知识长城的过程中，一是不能单靠个人主观的思考，二是要实
事求是。”在这篇文章中，黄显华广泛地探讨香港课程研究的成果，以突显知识基础的重要性。最后
，他仍呼吁：“上述的知识，是因时制宜，解决文首所提的香港教育问题因时制宜的指南。由于时间
和空间的关系，本文未能评析全部有关文献，希望教育界继续努力，使香港的课程发展尽可能建基于
知识基础。”本文确为香港课程研究的重要的文献探讨，也是以知识基础为讨论依据的一个重要例子
。　　第4章是论到筛选教育与普及教育的课程设计。黄显华分析香港普及教育出现问题，主要是由
于该地区由筛选教育到普及教育的过渡期太短；因此，课程设计和发展，学校行政、学生辅导和资源
分配等都缺乏了配套的准备。黄显华着重两种教育模式下课程设计性质的不同，提出了一个课程要素
、课程目的、组织原则、学习内容、学习进程、学习手段、学习过程、学习评估等八个不同向度的分
析架构，并以进行了实征性研究，了解现行普及教育的课程设计特点。研究结果显示：“香港的教育
工作者，无论是课程设计者、还是课程使用者，对于香港普及义务教育的文件课程设计，除了课程目
的之外，均不视为属于具有普及的性质。”这分析架构和其实证研究的成果，为香港普及教育课程设
计提供重要的参考。　　第5章是普及教育下的个别差异主题，黄显华着重处理个别差异、学习动机
和学习模式三者的关系。他总结其分析时说：“人们的社会生活有不同的工作岗位，要求的能力各有
不同。有长于语言，有精于数理⋯⋯因此学校教育如要求消除个别差异，既不应该，亦不可能。笔者
认为，应该做而可能做的是，减少学生学习动机的个别差异，使学生在普及国民教育阶段期间，天赋
的学习动机不会因学校教育的过程而减少。”而且，他强调要减少学习动机的个别差异，学习模式是
非常重要的。仔细分析，不难发现作者着力研究香港教育出现的根本问题，并且实事求是地提出可行
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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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程与教学：研究与实践的旅程》可供各大专院校作为教材使用，也可供从事相关工作的人员
作为参考用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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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原来是论文集
2、没想到是论文集，有点后悔！
3、此书属于“山寨”书。理由如下：1、封面标明吴刚著，而前言里说作者是杨德广，且内容与书名
不符。2、目录标明有313页，内容只有二百多页。3、前16页是一种字体，页码居中，后面又是另一种
字体，页码在边缘，且前后明显是两本书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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