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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第2版）》是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专
家审定的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
综合实践活动是一门充分体现教师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展现学校和地方特色的课程。
《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第2版）》以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试行）》的基本精神为指南，以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培养目标和教学特点为依据，紧密围绕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需要，从综合实践活动的理念、设计、实施三个层面，阐述了小学综合实践活
动课程的价值、目标和内容，系统地介绍了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的原则、过程和方法，有针对性地
对综合实践活动的实施、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和评价等提供全方位的指导。
此次修订，结合了课程改革以来的理论与实践成果，丰富了活动设计案例，就课程实施中的实际问题
做出分析，更加突出可读性和启发性。
《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小学综合实践活动设计（第2版）》可作各级各类高等院校小学教育
专业本、专科教材，也可供在职小学教师综合实践活动新课程培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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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从主客两分的知识观走向主客统一的知识观　　基础教育课程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承载着儿
童大部分的精神发展，而其精神发展的诸多要素大都以对知识的探究和追求为基础。
“知识就是力量”，英国哲学家培根的至理名言至今仍是一种警示和教诲，对我们当今的课程设计具
有重要意义。
问题在于：在科技发展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初见端倪的21世纪，我们应该怎样解读知识的时代内涵？
如何认识不同形态知识的价值特性？
怎样选择知识的多元获取方式？
　　对于知识，有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
一种认为，知识是存在于学习者之外的客观原理、规律、理论、方法等，它是人类学习的对象，不依
赖于人类的存在而存在。
学习者的任务就在于与这些普遍的思考方式达到一致，教育的使命则是使学习者通过一系列的过程学
会这些知识。
而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是个人头脑的创造物。
当个人通过社会过程领悟到各种事实材料之间的联系，把经验加以组织并对日益复杂的定义锁链进行
推论时，知识便随之产生和发展”。
这里，前一种知识观强调知识的客观性、工具性，把知识看成是认识世界的工具、手段和结晶，看成
独立于主体之外的主客分离的认识对象与认识成果。
这种知识观基础上的教育活动必然强调学习者对知识的机械背诵和接受。
而后一种知识观则把知识看成是主体经验的生成过程和个人意义的建构过程，认为知识是客观性和主
观性的结合，知识的理解和获得打上了学习者个人特征的烙印，这样学习者的学习过程必然成为主动
的、富有个性的渗透价值的过程。
前一种知识观使人忽视知识生成过程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忽视了知识的相对真理性，从而使教育重
视知识的理解和获得过程而忽视知识的创造和建构过程。
在这种知识观支配下的教育所培养出来的儿童必然缺乏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自然很难适应当代知识
经济的日趋发展，很难适应未来社会的发展需要。
　　知识的观念固然影响着课程的设计，而对知识的形态、结构以及获取方式的不同认识也影响着课
程的设计。
事实上，20世纪中叶以来，人类对知识的研究取得了富有突破性的成果。
迈克尔·布莱尼在其著作《个人知识》中曾说过，“我们所认识的多于我们所能告诉的”。
他认为，在知识领域中，有一部分知识是不可以通过语言、文字或符号的方式清晰地表达出来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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