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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结构化课程理论》所研究的问题是“课程结构与课程行动之关系”。这一问题既是课程社会学研究
对象的具体化——“课程的社会控制问题实际上就是课陧结构与课程行动之间的张力问题”，也是课
程行动者在自觉不自觉地思考的一个问题。透视这一问题的视角是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
。据此，围绕着课程结构的三个维度与课程行动的三个维度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展开了试探性的理
论建构，从而形成了一套相对自洽而又对课程现实具有一定解释力的课程理论。其内容主要包括课程
结构的基本原理、课程行动的基本原理和二者关系的基本原理。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两个案例，以期
读者能够借此更加深入而详尽地理解结构化课程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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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程沟通的规范化是指课程沟通目的的共识化、课程沟通程序的规则化、课程沟通方法的效率化
。课程沟通目的共识化是指课程沟通的参与者必须就课程沟通的目的达成共识。课程行动者似乎在课
程沟通的目的上已经达成共识：以增进课程理解为目的。可是进一步追问就会发现问题所在，大家特
别是在“什么是课程理解”这一问题上分歧很大，本著在“课程理解的范式”一部分中详细剖析了其
中的分歧。课程沟通的规范化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化分歧为共识。课程沟通程序的规则化是指为实现
课程沟通有序化而制定的明确化的课程沟通流程和规则。这些流程与规则使得课程沟通能够不断地顺
利进行下去：课程沟通方法的效率化是指所采用的具体的课程沟通行为要有利于课程目标的实现。　
　课程规范使课程沟通规范化的途径有：①道德价值途径。课程规范作为一种价值标准，它是课程行
动者需要的外显，它赋予课程行动以意义，它是衡量课程行动怎样才算好、怎样才是合理的、正确的
和令人满意的根本依据。一句话，作为价值标准，课程规范就规定了课程行为应该如何，尤其是应该
如何确定课程目标。一个好的课程规范应该是课程行动者在理想语言情景下的商谈的结果：价值共识
。作为价值共识，课程规范反映了课程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利益。所以，当课程沟通各方遵循特定的课
程规范进行沟通时，他们实际上已经在课程沟通的目标上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从这个角度讲，课
程规范使课程沟通的价值合法化。②法律制度途径。任何课程沟通必须遵循特定沟通程序和规则才能
够有序地进行下去，这一事实彰显了沟通程序和规则在课程沟通中的重要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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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我只看出了课程结构三个维度还有课程互动三个维度哎。总的来说个人觉得这本书的内容排版时
候太冗杂不清楚，一个名词的概念看一半天都不知道到底是说哪里。。。
2、这本书适合进行理论研究，实际的操作性能不太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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