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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

前言

　　长期以来，在普通高中课程结构中，略带技术意味的课程，或许当属“劳动技术”。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劳动技术”缺乏深刻的认识，在实践中常常是重劳动、轻技术，甚或是有劳动、无技术，
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重视技术教育的国际趋势很不合拍。在2004年秋季开始进行实验的现行高
中课程方案中，“技术”是单独设立的八个学习领域之一，原高中课程计划中的“劳动技术”不见了
。为什么要这样？什么是技术教育？它与劳动技术教育、与科学教育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普通
高中技术课程的内容应该是怎样的？更重要的，我们如何实施技术教育？几年过去了，这些问题在理
论上仍然缺乏深入系统的研究，在实践中也不甚清楚，表现出理论研究的薄弱和实践中的茫然。　　
马开剑教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选择了我国课程研究最薄弱、课程改革实践又急需的领域——“高
中技术教育”作为他的研究课题，这体现了他的学术勇气。研究这一课题，要求研究者不仅要具备全
面的教育研究能力，还要具有一定的科技知识背景；更重要的，技术如此复杂，以致“横看成岭侧成
峰”，当我们真正要触及这一课题的时候，才发现我们对于“什么是技术”这样最关键也最基本的问
题还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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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

内容概要

《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基于课程与史实的研究》内容简介：高中技术教育完全不同于传统的劳
动技术教育，它致力于发展学生的以问题解决能力为核心的技术素养，其课程设计的价值理念在于开
启心智、形成做事能力。《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基于课程与史实的研究》探讨了技术教育的本
质，回溯了国际高中技术教育的历史变迁，突破了“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樊篱，探索了技术教育的
课程模式，特别研究了高中技术教育的实施路径和实践形态，对解答技术教育实施过程中的困惑、推
进课程改革，具有很高的参考和指导价值。
《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基于课程与史实的研究》可供中学技术教师、职业技术教研人员和相关
领域的学者使用，特别是对各级技术教育工作者具有极高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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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

作者简介

　　马开剑，1965年2月生，山东聊城人。聊城大学教学名师、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教育部聘请的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调研编制专家。主要研究领域为课程与教学
基本理论、技术教育、教育管理与决策规划。一直坚持在教研一线，课程经验丰富；主持或参加完成
国家和省部级教育科研项目5项.在《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比较教育研究》、《教
育发展研究》等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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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我国普通高中技术课程模型构想第六章  技术教育的实施  第一节  实施技术教育的主要路径  第
二节  技术教育的教学原理  第三节  技术教育的实践形态第七章  问题与展望  第一节  相关问题讨论  第
二节  21世纪技术教育展望结语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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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

章节摘录

　　（1）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研究。1997年成有信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第3期发表文章《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的新探索》，认为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存在三个层次
：事实层次、思想层次与政策层次。在现代社会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简称“教劳结合”）有
两个基本的模式：一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自由主义和实用主义模式，二是20世纪90年代前，社会主
义国家的理想主义与集中主义的模式。成文还认为市场经济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根本动力。显
然，成文对于教劳结合的社会发展背景给予了相当重视。用成先生关于教劳结合三个层次的理论，可
以发现，我国曾有一个时期，对于教劳结合的问题，过多地、不恰当地体现为事实层次。劳凯声等所
著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问题新探索》（湖南教育出版社，1998年）可以说是这方面较为重要的
研究成果。该专著研究了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源流、教育与生产劳动的关系，研究了从新中
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末期我国各历史发展阶段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实践探索。该书还对德国、日
本、美国、苏联等国家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理论与实践进行了比较研究。但很明显，该专著主要
是宏观层次的教劳结合理论研究，且在认识上还是维持在“劳动技术教育”的概念思维上，没有涉及
技术课程的构建问题。同类的研究还有教育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王绍兰主编的《国外教育同生产劳动相
结合模式》，该书对于苏联、德国、印度、日本等国的教劳结合模式进行了概要性介绍。刘世峰在《
中国教劳结合研究》一书中，同样地深人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的教劳结合思想和综合技术教育思想，对
我国实施劳动技术教育的历史经验进行了回顾与总结。该书还有一个创新点，即特别提出了“必须把
技术教育列为教劳结合的一项重要内容”①。但可惜的是他仅仅是“点到为止”，并没有展开研究。
不过，从这个创新点的表述中，可折射出在传统的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语境中，不仅没有技术教
育的位置，而且“技术教育”与“劳动技术教育”被看做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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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长期以来，在普通高中课程结构中，略带技术意味的课程，或许当属“劳动技术”，但遗憾的是
，我们对“劳动技术”缺乏深刻的反思，它在实践上常常是重劳动、轻技术，甚或有劳动、无技术，
这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普遍重视技术教育的国际趋势很不合拍。　　《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
基于课程与史实的研究》的创作灵感，源于21世纪初我国高中课程增加“技术”这一学习领域所产生
的实践困惑，作者基于历史和课程的线索，从国际比较的大视野中进行研究，以期为我国推进技术教
育提供借鉴与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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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高中技术教育》

精彩短评

1、视角很独特的书，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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