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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改革的辩与立》对于课程改革而言有两层意思：在立新的基础上争鸣，在争鸣的基础上立
新。
没有立新就没有深入的争鸣，没有争鸣就没有坚实的立新。
争鸣中有破有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
争鸣与立新相结合，有利于学术发展。
《课程改革的辩与立》从理论到实践，对于课程改革和教师教育，给出了一个较完整的论述。
笔者始终是以“一名学生、教师和教研员”的身份，发表独立思考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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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查有梁，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管理学研究所研究员，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中国教育学会教
育学分会学术顾问。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物理系高级访问学者，美国哈佛大学教育研究院、科学史系高级访问
学者。
发表重要著作《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与教育科学》、《牛顿力学的横向研究》、《系统科学与教
育》等多本，在国内外书刊上发表论文2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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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上篇 争鸣反思篇第1章 课程改革的辩证思维——一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注意辩证思维，克
服非此即彼注意打好基础，克服好高骛远注意情绪安定，克服急功浮躁第2章 课程改革与中国国情—
—二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新课程改革是“试行”，需要反思不应当将大众教育与英才教育对立
起来新课程改革的总目标是切实推行素质教育每一个课堂的目标，一定要抓主要矛盾基础教育必须重
视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学生是学习的主体，而并不是拥有主权新课程改革的成功，需要全社会的支持
全球视野与符合国情，是对立而又统一的新课程改革一定是实事求是、尊重历史第3章 课程改革不能
搞运动——三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课程改革不能搞成“运动”课程改革需要引导，不要误导课
程改革要“吸取经验，逐步完善”课程改革要“概念互补，模式构建”课程改革要“分类指导，多元
主义”第4章 科学发展观指导课改——四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用“科学发展观”指导“课程改
革”课程改革要运用辩证法，要走群众路线课程改革要有“中国特色”和“世界眼光”对课程与教学
改革的具体建议对教材管理与建设的具体建议下篇 立新建构篇第5章 从思维模式看课程改革思维模式
分类及其多种应用四种教育价值取向的比较分析新课程改革应是综合的价值取向从思维模式看语文、
数学、物理、科学的改革．新课程标准，新教学模式教学建模：理念操作化第6章 实践中的新课程改
革评述与评价新课程改革有两大派稳健才能确保质量教师素质评价的系统方法学生素质评价的系统方
法校长素质评价的系统方法家长素质评价的系统方法第7章 素质教育的50条思考素质教育的缘起与内
涵素质教育的重要意义素质教育的发展模式素质教育的系统测评素质教育的进一步拓展第8章 教学模
式的矩阵结构素质教育与思维模式思维模式与教学模式教学模式的组合创新可供选择的多种教学模式
创新人才培养需要创新教学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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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争鸣反思篇　　第1章课程改革的辩证思维——一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　　课程改革
的辩证思维　　——论新课程改革的“软着陆”　　2001年6月8日，经国务院同意，教育部印发了《
纲要》的通知，掀起了新一轮课程改革。
笔者于2005年，发表了本章的内容，作为对新课程改革的反思与建言。
笔者建议：课程改革要坚持辩证思维，新课程改革需要“软着陆”。
“软着陆”是指课程改革的进程要减慢速度，调整方向，确保安全，使课程改革的实施稳步成功。
　　成功者经常要思考三个问题（A、B、D），笔者增加一个问题（C），即有如下四个问题：　　A
．这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吗？
还有其他解决办法吗？
　　B．如是那样去操作，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
　　C．出现这样的结果满意吗？
情感上能接受吗？
　　D．别人怎样看这个问题？
别人会有怎样的感受？
　　A是从逻辑上来理解，B是从操作上来认识，C是从情感上来体验，D是从交往上来思考。
笔者写了一篇论文《论思维模式的分类及其应用》（查有梁，2004），提出思维模式有四大基本类型
：逻辑型、操作型、艺术型、交往型。
上述四个问题覆盖了上述四个思维模式，因而，笔者觉得这样思考，相对全面些。
　　应用上述四种思维模式，思考上述四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对新课程改革提出三点建言：注意
辩证思维，克服非此即彼；注意打好基础，克服好高骛远；注意情绪安定，克服急功浮躁。
　　注意辩证思维，克服非此即彼　　时代在飞速发展，教育要适应追赶。
课程改革以及相应的教学改革肯定不可避免。
全世界如此，中国也不例外。
笔者赞成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并在努力付诸实践。
但是，任何一次成功的改革，都需要随时听取不同意见，随时进行新的修改。
新课程改革不仅需要脚踏实地、循序渐进地进行，而且需要及时反馈、动态调整，方能以较小的代价
，获得较大的成功。
所以，听听对新课程改革的提醒，是有必要的。
　　新课程改革中，有一本影响很大的论著：《解读》。
在“新课程需要什么样的教学观念”中写道：（以下简称“解读1”）　　“当课程由‘专制’走向
民主，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专家走向教师，由学科走向学生的时候，课程就不只是‘文本课程，（教
学计划、教学大纲、教科书等文件），而更是‘体验课程，（被教师与学生实实在在地体验到的课程
）。
即课程不再只是特定知识的载体，而是教师和学生共同探求新知识的过程。
（钟启泉，等，2001：271）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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