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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本课程论：发展与创新》通过对校本课程发展概念、进程、意义的梳理，重点探讨了校本课
程与学校文化建设的关系，对如何通过校本课程实践促进学校文化建设进行了回顾与展望，论述了校
本课程发展和创新的文化使命问题。
《校本课程论：发展与创新》内容分为上、下两编。
上编对我国校本课程产生及发展的历程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概括出校本课程实践的经验教训，并
对校本课程存在的价值和发展路向予以探讨。
下编从学校文化建设的高度对校本课程发展的目标和内容进行了定位，阐发了校本课程存在的必要性
和合理性，提出了以校本课程发展和创新带动学校文化建设的思路与对策。
《校本课程论：发展与创新》内容充实，观点明确，材料丰富，案例生动，对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大背
景下的校本课程建设具有指导意义和借鉴价值，是广大中小学教师、教研人员进行校本课程开发和创
新研究的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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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范蔚，1964年生，四川乐山人。
1986年7月在西南师范大学教育系本科毕业并留校工作。
1991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获教育学硕士学位，1999年在西南师范大学获教育学博士学位，1999年12月
至2001年12月在西南师范大学心理学博士后流动站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
现任西南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学分会课程专业委员会理事，重庆市第
一、二届学术技术带头人后备人选。
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语文教学论。
专著有《学科教学与学生素质发展研究》、《人格教育的理论与实践——青少年自我价值感培育》、
《课堂教学的变革与创新》等，主编有《小学语文教学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等。
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李宝庆，1976年生，山东菏泽人。
1996-2000年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获教育学学士学位；2000-2003年就读于曲阜师范大学教科院
，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3-2006年就读于西南大学教育学院，获教育学博士学位；2006年7月进入西南
大学教育学院工作。
现任西南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
在《教育研究》、《教育学报》、《中国教育学刊》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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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编 校本课程的发展第一章 我国校本课程发展的历史沿革第一节 校本课程发展的含义一、校本课程
开发二、校本课程发展第二节 我国校本课程兴起的背景一、我国校本课程兴起的国际背景二、我国校
本课程兴起的国内背景第三节 我国校本课程发展的历程一、准备阶段二、实践探索阶段三、反思提高
阶段第二章 我国校本课程发展的现状反思第一节 我国校本课程发展的成绩一、理论研究取得的成绩
二、实践探究取得的成绩第二节 我国校本课程发展存在的问题一、集中化课程管理的“惯性”阻扰校
本课程发展的进程二、统一化的考试制度影响校本课程发展的实效三、封闭化的校本课程开发妨碍校
本课程质量的提高四、形式化的校本课程实践限制校本课程的发展水平附录西南地区中小学校本课程
开发现状的调查报告一、调查目的二、调查对象与方法三、调查结果与分析四、讨论与建议第三章 我
国校本课程发展的基本走向第一节 校本课程在课程改革中的现实意义一、克服和弥补国家课程的不足
二、有利于学生的个性成长三、有助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四、有助于学校形成办学特色五、有助于促进
教育的民主化第二节 校本课程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的定位一、学校课程体系二、校本课程在学校课程体
系中的地位第三节 校本课程的发展路向一、从学校教育的性质与职能看校本课程存在的理由二、从学
校发展的趋势看校本课程发展的价值三、从校本课程实践的经验教训看校本课程的发展路向⋯⋯下编 
学校文化视野下的样本课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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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人本主义是人文文化发挥到极致的表现，它反对社会的划一性和人的机器化，否认人的理性的作
用，否认科学技术的价值，认为只有人的非理性因素，诸如人的情感、意志等等，才是人的存在、人
的本质，而理性和科学不过是意志的工具。
因此，现代人本主义特别强调对人的非理性的发现和追求，凸显人的主体性和价值。
在人本主义引导下，课程文化表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在课程目标上，注重人的“自我实现”，追求学生个性的发展，认为“教育绝非单纯文化的传递，教
育之谓教育，正在于它是一个人格心灵的‘唤醒’，这是教育的核心所在”①。
教育最终的目的不是传授已有的科学文化知识，而是要把人的创造力量诱导出来，将生命感、价值感
“唤醒”，从而将人提高到“人”的高度，把人还原为“人”，达到人的“自我实现”。
在课程内容和结构上，强调人文学科的重要性，要求“课程的全部重点必须从事物世界转移到人格世
界”③，由教材转向个人，不再过分强调知识的纯粹性和抽象性，“应当把这些教材作为自我发展和
自我实现的手段。
不要使学生受教材的支配，反之，要使教材受学生的支配”，“学校的科目就应当成为个人实现的工
具⋯⋯让一个正在成长的人自己去思考而想出真理来，所想出的不是什么抽象的真理，而是他自己的
真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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