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放性课程在行动>>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开放性课程在行动>>

13位ISBN编号：9787811013498

10位ISBN编号：7811013495

出版时间：2005-10

出版时间：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作者：许卓娅，吴邵萍主编

页数：161

字数：228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开放性课程在行动>>

前言

　　一、理论视野中的“动态评价”　　“评价”实际上是一种收集“生存信息”，并且对所收集信
息的性质进行价值判断的活动。
　　这种活动不仅仅为人类所独有。
整个自然界所有物种的运动（甚至不仅仅是生命运动）都是依靠这种“判断”来进行的。
正因为如此，才有了我们今天所认识到的“因果关系”。
因为这种“判断”本身的意义也就在于为后继行为选择更为“合适”的具体的运动方向和运动方式。
　　在这种“判断行为”中，人类与自然界其他物种的根本差异也许就在于：人类能够利用自己的理
性反思能力，不断提高自己的“判断智慧”水平，即通过“判断的实践”不断学会进行更有利于维持
“与周边环境共同可持续发展方向”的判断。
　　这种判断的具体内容一般包括：①明确自己所要追求的目标；②明确自己已经和正在做出的努力
；③明确已经或正在产生的结果；④明确这些结果与所追求目标之间的差距；⑤明确这些差距与自己
的“努力”方式之间的关系；⑥明确自己在“下一步”行动中，需要调整的具体目标或行动方式。
　　这种判断能力水平的高低是通过以上所有方面的“明确”程度和后续调整行为的“有效性”反映
出来的。
而“有效性”水平的高低则是与个体生命系统与周边环境的“共同可持续发展性”水平高低紧密相连
的。
　　教育评价行为实际上是一种人类对生存信息进行判断的行为。
　　传统的教育评价主要有两种：一种被称为“学业水平评价”，另一种则被称为“发展水平评价”
。
　　在现代社会中，国家（代表社会）为了培养合格公民，在学校教育系统中用学业考试的方式来“
强行评价”（非自愿原则）学生的学业水平，以保障学生在走上社会时起码能够成为“最低学业水平
线”之上的“自食其力”者，而不是成为会给社会增添累赘的“不良分子”。
　　至于“发展水平评价”特别是儿童发展水平评价，则是现代社会中逐渐兴起的一种评价活动。
最初，人们主要是想“筛选”出“不正常”的儿童，好予以特别的对待（在远古社会中往往是予以淘
汰，而现代社会往往是给予区别教育或补偿教育）。
后来，逐渐发展出一系列能够评估低常、正常、超常发展的标准体系，于是，也就逐渐有了更复杂的
“区别对待系统”。
　　“幼儿园开放性课程的建构”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课题。
课程研究历时五年，也是我们与课程共同成长的五年。
　　本书是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近阶段我们对我园开放性课程建构的理念、经验和策略的小
结，也是在表达亲历和感受开放性课程建构中的新认识和新情感。
本书主要由三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节是课程综述，主要介绍我园开放性课程的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理念和技术支撑。
它是作为一线教师的我们对建构开放性课程的理论思考。
它是我们对开放性理念建构历程的记录。
开放的教育需要开放性理念，开放性理念的建构始终贯穿于我们的课程研究过程之中。
　　第二章节主要是以课程实施为核心的案例和反思。
它由“师幼奏鸣曲”、“教师随想曲”、“家园协奏曲”三部分组成。
　　开放性课程的目标体系是一种能力目标体系，对习惯于传统知识目标体系的教师来说，要将其转
化为真实的问题情境、实际的教育过程、具体的教育行为需要一个逐步转变的过程。
为此，我们着重研究如何将目标转化为实践活动，从而在实施中推进全体课程卷入者建构开放性课程
的目标意识。
采用目标和案例相对应的研究方法，通过目标和具体活动的联系，可以增强教师对目标的敏感性，促
使教师明晰目标，使教师能将同一目标自然渗透到不同的活动中，同时一个活动能够落实多重目标。
　　本章节是教师以开放性课程目标为反思平台，以目标或实践中的问题进行反思和经验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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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一个自由的、开放的过程，它是教师的、思想和智慧展示的过程，它是教师在不断反省课程目标
的同时不断对开放性理念的审视过程，它体现了每一个教师对开放性理念独特的理解和思考。
　　第三章节是开放性课程目标与评价。
它由开放性课程目标、发展评价表、评价案例表三个块面组成。
它们是评价者进行评价活动的一个参照。
　　我们着重将目标的建构和评价融为一体，目标验证的过程就是评价标准建构的过程。
我们用课程目标作为幼儿发展的评价标准，课程着重帮助课程卷入者理解课程目标、实践课程目标、
验证课程目标。
每位课程卷入者都可以循着课程目标和发展评价表中构建的“台阶”，在自身原有水平的基础上，逐
步改善自己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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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幼儿园开放性课程的建构”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立项课题。
本书是该课题的阶段性研究成果，是近阶段编者对我园开放性课程建构的理念、经验和策略的小结，
也是在表达亲历和感受开放性课程建构中的新认识和新情感。
本书主要由三个章节组成。
第一章节是课程综述，主要介绍我园开放性课程的研究背景、理论基础、理念和技术支撑。
第二章节主要是以课程实施为核心的案例和反思。
它由“师幼奏鸣曲”、“教师随想曲”、“家园协奏曲”三部分组成。
第三章节是开放性课程目标与评价。
它由开放性课程目标、发展评价表、评价案例表三个块面组成。
它们是评价者进行评价活动的一个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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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节　开放性课程的理论　　一、开放性课程研究的历史条件和现实条件　　21世纪是走向国
际化、信息化的世纪，一体化的世界给教育提出许多新的目标和问题，它扩大了教育的空问、时间和
内容，它亟需创新性、开放性的人才。
在当今这个日趋开放的时代中，每一个人都必须积极地适应这样的生活：既要面对更多选择，又要承
但更多责任。
因此，教育也必须积极地顺应这一趋势，将培养人的开放性生存智慧作为重要目标。
　　开放的教育观点产生于19世纪90年代的进步教育运动，杜威的哲学和教育理论促进了这一运动的
形成，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英国和美国的实验中心和公立学校中实施。
“十五”规划开始以来，我园承接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立项。
在确定课程名称时，基于我园教师团队业已形成的勇于自我挑战和自我超越的团队文化，我们将课程
建设的眼光自然地聚焦到了开放性人才的培养上。
　　幼儿园课程作为实现教育目标的重要手段之一，也必须提升其开放性内涵，以充分满足幼儿、教
师、家长及全体课程卷入者的多元化的可持续发展的需要。
为此，我们对我园原有的课程从目标、内容、方式、评价等方面进行了改革探索，初步建构了我们的
园本课程——开放性课程的研究框架。
　　二、开放性课程研究的理论基础　　（一）开放人格理论　　张开焱在《开放人格——巴赫金》
一书中介绍了苏联思想家米·巴赫金的开放人格理论，其主要观点为：　　●人在本质上是面向他人
、面向世界而存在的开放的主体，离开了他人和由众多他人构成的世界，自我根本就不可能存在。
人必须在差异中存在。
因为每一个个体都无法自我确证和自我完成，这种确证和完成，要靠自我之外的他者和由众多他者构
成的世界来实现。
　　人必须向自我开放。
人如果把自我关闭在一个排他的视野中，在自我经验的优越感中会使自我失去对自身缺陷的批判，会
导致自我发展的停滞和自我生命的衰微。
　　●人必须向他人开放。
因为在人的一生中，人格的形成、发展和改变，都是在和众多的他者发生频繁而持久的交往和应答中
完成的。
他人的作为与不作为对自我人格的生成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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