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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

前言

　　教育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课程又是教育的最核心内容。所以，大学课程现代
化问题自然也就成为高等教育现代化的核心问题。　　以往我们理解的课程现代化，主要是使课程跟
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现代化保持一种和谐同步的关系。具体来说就是使课
程内容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发展和更新。这种理解实际上是对课程内容现代化的理解。课程现代化包
括很多方面，除了内容的现代化以外，还包括课程体系的现代化、课程实施的现代化、课程评价的现
代化、课程管理的现代化等很多方面。　　对课程现代化问题，我国理论界研究得并不多，而对课程
体系的现代化，我们研究得更少。课程体系比起课程的其他方面来，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最直接体现。
在我们强调创新人才培养的当代，培养模式的改革显得格外重要。因为没有人才培养模式的根本变化
，或者说，没有从传统的模式向创新人才培养的新模式的转变，我们期望的创新人才的产生就只能停
留在口号上和文件中。教学改革，说到底就是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或者说是根据科学技术发展和社
会发展需要以及个体受教育者的多样化的需要不断对培养模式或方式进行的探索。世界上无论是重大
的教学改革还是日常进行的常规性的教学改革，在本质上几乎都属于培养模式的改革。像19世纪末美
国杜威倡导的把教师中心转变为学生中心的改革，选科制、学分制的改革，英国的导生制改革，我国
的素质教育改革等，哪一项不是针对着培养模式的变化？所以，可以认为，课程和教学领域在教育领
域的核心地位，也是由于它们最直接和最全面地体现了培养模式这个核心才获得的。而课程体系现代
化问题，正是解决培养模式的改革问题中的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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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

内容概要

《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主要内容：把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作为一个客观存在的事物，从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的角度，以客观理论一微观的逻辑进程和分析思路，采用调查研究法、整体性的研究方法和事
实研究与价值研究相结合的方法，对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的理论基点、动力、要素、实施、特征等，
进行了较全面、深入、系统的研究。适合教育管理人员和研究人员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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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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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

章节摘录

　　二、社会需求与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　　社会对人的素质的各种需要都会不同程度地体现于课程
体系中。我国古代封建社会对人才的要求是明人伦，懂得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封建伦理纲常，
能够维持封建等级统治秩序。与之相适应，课程体系中主要是阐明封建人伦关系的“四书”、“五经
”，而其他方面的内容则被排斥在课程体系之外。近年来，随着人们对心理素质重要性认识的提高，
课程体系中又增加了心理教育的课程内容。不同的课程对学生不同素质的培养起着不同的作用。可见
，何种内容能进人课程，哪类科技知识能组合为新的理论体系，何种理论体系能组合为课程，哪些课
程能引入课程体系，都不是主观臆断的。除了科学发展的成熟度外，课程体系现代化的推动力和科技
知识进入课程体系的幅度，主要取决于社会需求。社会需求是大学课程体系改革的第一动力。社会需
求不断地通过课程体系的变化反映社会发展的水平，主要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社会产业结构和技术结
构以及社会精神文明建设上。　　l.生产力发展促使课程体系结构变化　　生产力发展既对学校教育
起促进作用，也反映在课程体系结构的变化上，导致学校课程体系结构呈现多样化，促进了课程体系
的深层次变化。　　课程体系结构随学校结构变化而变化，学校结构随社会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变化
而变化。我国古代学校从总体上来说，主要是以文法学校和经书学校为主。自东汉创立中国最早的艺
术专科学校——鸿都门学以来，到明清分门别类地设置了许多专科学校，如：鸿都门学、律学、医学
、武学、算学、书学、画学、玄学、音乐学校、艺术学校等。至近代、现代，学校结构更加多样化，
不仅设有专科学校，而且各种不同类型的其他大学也出现。在学校内也设置了财经、行政、教育、工
学、医学等学院。从学校设置可以看出，课程体系的结构发=生了很大变化，既有人文科学的内容，
也有自然科学课程；既有理科课程，也有工科课程，还有医学、军事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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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

编辑推荐

　　《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研究以高等教育现实问题为起点，探讨大学课程体系现代化。社会需要
，推动着高等教育事业的发展。它不仅为高等教育理论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而且还向理论发展提
出了大量的新课题。因为社会需要决定了理论研究的条件、方式、方向和速度，决定了如何利用已有
的理论知识。同时，高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的现实矛盾促使高等教育理论研究不断升华。从事物的内部
矛盾表露出的现实问题，是人们认识过程中知与不知的对立统一。在矛盾的不断产生和解决的循环中
，人们的认识才能不断提高，从而推动理论和知识的不断产生。由社会现实问题引起的高等教育理论
思考是高等教育学研究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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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理论性较强，比较抽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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