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代教育理论》课程教学大纲

一、课程基本信息

二、课程目标

本课程是学前教育本科生的专业选修课。主要目标在于帮助学生熟悉现代教育的社会基础、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掌握现代教育的基本问题，包

括正确认识现代教育的概念、现代教育目的、现代教育制度、现代教育管理、现代教学、现代德育；能够运用基础的教育理论分析遇到的教育教学问题；

为成为一名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热爱教育事业，拥有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师做准备。

目标 1：了解教育的社会基础，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理解现代教育的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课程名称（中文） 当代教育理论 课程名称（英文） Contemporary Educational Theory

课程代码 08120067 课程性质 选修

课程类别 专业选修课 考核形式 考查

总学分/总学时 1.5/24 理论学时 24 实践或实验学时 0

先修课程 学前教育学、幼儿教师专业发展 后续课程 学前比较教育学

适应范围 学前教育专业 面向专业 学前教育

开课学期 3 开课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基层教学组织 学前教育专业核心课程团队 课程负责人 方银叶

课程网址 无

制定人 方银叶 审定人 王声平



目标 2：学会运用基础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前的教育教学问题，懂得关心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目标 3：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学的思维魅力；为成为一名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热爱教育事业，拥有专业与人文情怀的

教师做准备。

三、课程目标与毕业要求对应关系

本课程教学对本专业毕业要求的支撑作用和涉及的指标点如表 1 所示。

表 1 本课程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

课程目标 支撑的毕业要求 涉及的指标点 贡献度

目标 1 3.保教知识：具有一定的科学和人文素养，理解幼儿身

心发展规律和学习特点，了解相关学科基本知识，掌握

幼儿园教育教学的基本方法和策略，注重知识的联系和

整合。

3.1 理解并掌握人文社会通识知识，有一定的人文积淀

与审美情趣；了解科学知识、技术对社会和个人的影响，

认同理性思维的价值。

H

目标 2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

外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

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

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

析和解决问题。

7.2 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的需求，关注国内外学前

教育实践的未来发展趋势，能主动规划自己的专业发展。

7.3 能够认识教育反思的价值与意义，初步掌握反思的

基本方法和技能，能够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分析和解决

幼儿教育教学实际问题，具备初步的专业科研能力。

H

H

目标 3 2.教育情怀：具有从教意愿，认同教师工作的意义和专

业性，具有积极的情感、端正的态度、正确的价值观。

具有人文底蕴和科学精神，尊重幼儿人格，富有爱心、

责任心，工作细心、耐心，做幼儿健康成长的启蒙者和

2.3具有较好的人文底蕴、科学精神和艺术素养，人格健

全，身心健康，情感丰富，为人师表，做有专业自觉性

和事业心的学前教育工作者。

7.1 树立终身学习理念，具有专业发展的自我意识，了

M

L



引路人。

7.学会反思：具有终身学习与专业发展意识。了解国内

外学前教育改革发展动态，能够适应时代和教育发展需

求，进行学习和职业生涯规划。初步掌握反思方法和技

能，具有一定创新意识，运用批判性思维方法，学会分

析和解决问题。

解并掌握教师专业发展的基本知识和实现路径。

填写说明：“支撑的毕业要求”和“涉及的指标点”指培养方案中的毕业要求及其指标点，贡献度选用标志（如“H”表示“强支撑”，“M”表示

“中支撑”，“L”表示“弱支撑”）表示。

四、课程目标与教学内容及资源对应关系

1.章节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表 2 教学内容、学时分配及支撑的课程目标

章节 内容 总学时 理论学时 实践学时 支撑的课程目标

第一章 教育的社会基础 4 4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二章 教育的哲学基础 4 4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三章 教育的心理学基础 4 4 0 目标 1、目标 2

第四章 教育概念 3 3 0 目标 1、目标 2

第五章 教育目的 3 3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第六章 教学 4 4 0 目标 1、目标 2

第七章 21 世纪的教育展望 2 2 0 目标 1、目标 2、目标 3

2.教学内容、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第一章 现代教育的社会基础（4 课时）

第一节 现代社会的界说及表征

主要知识点：社会划分的依据及标志、现代社会发展目标、现代社会与现代教育基本特征。

第二节 现代教育的经济基础及功能

主要知识点：现代教育的社会生产力基础及功能、现代教育的商品经济基础及功能。

第三节 现代教育的政治基础及功能

主要知识点：社会政治界说及其形态、现代教育的社会政治基础、现代教育的社会政治功能。

第四节 现代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及功能

主要知识点：文化界说及存在形式、现代教育的社会文化基础、现代教育对社会文化发展的功能。

第五节 现代教育的科技基础及功能

主要知识点：科学技术的社会和经济价值、现代教育的科学技术价值、现代教育面临着新的科技革命的挑战。

【细化教学目标与要求】

（1）初步认识现代教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的关联。

（2）能够分析现代教育对现代社会所起到的功能。

（3）在面对实际的教育问题时，能主动联系社会背景进行分析。

【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与科技基础对教育的作用，以及教育对社会的功能。

难点：结合相关理论去认识和分析教育与社会的相互作用。

第二章 教育的哲学基础（4 课时）

第一节 哲学是教育的理论基础



主要知识点：哲学对教育实践所起的指导作用、近代经验主义及理性主义哲学对教育实践的影响、教育哲学。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教育

主要知识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教育理解。

第三节 现代西方哲学与现代西方教育

主要知识点：科学主义对教育的影响、人本主义对教育的影响、宗教和思辨唯心主义与教育。

【细化的教学目标与要求】

（1）掌握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内涵。

（2）对比认识科学主义、人本主义、宗教和思辨唯心主义对教育的不同 影响。

（3）树立自足国情，主动成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的认识。

【重点难点】

重点：几种典型的哲学思想对教育的不同影响。

难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下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内涵。

第三章 教育的心理学基础（4 学时）

第一节 心理学的发展历程及其对教育的影响

主要知识点：古代心理学思想与教育、现代心理学学科的形成与教育、当代主要心理学流派与教育。

第二节 心理学在教育几个主要问题上的集中反映

主要知识点：学生发展之成熟优势与学习优势之争、教育目的之社会制约性和个体制约性之争、课程编排之心理逻辑对学科逻辑之争、教育方法之主内

和主外及自律与他律之争。

【细化的教学目标与要求】

（1）掌握当代主要的心理学流派对教育的影响。



（2）学会从心理学对教育影响的四个维度去分析面对的教育问题。

（3）体验运用不同理论看待教育问题的思维魅力，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重点难点】

重点：当代心理学的不同流派对教育的影响。

难点：理解心理学主要从哪些维度对教育产生影响的。

第四章 现代教育概念（3 学时）

第一节 建立科学的现代教育概念的重要性

第二节 现代教育概念的界定

主要知识点：对现代教育概念的理解、现代教育的形成、几个有争议的问题。

第三节 现代教育的基本特征

主要知识点：现代教育的十个基本特征。

第四节 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几点思考

【细化的教学目标与要求】

（1）理解现代教育概念的内涵与形成。

（2）结合现代教育的十个基本特征，分析当前教育中的问题与未来。

（3）愿意为建设中国教育现代化做出探索与思考。

【重点难点】

重点：现代教育概念的内涵、形成与特征。

难点：依据现代教育概念，做出自己理想的教育现代化的探索与思考。



第五章 教育目的（3 学时）

第一节 教育活动与教育目的

主要知识点：理解教育目的依据、教育目的与教育活动、教育价值的关系。

第二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与社会主义教育目的

主要知识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人的全面发展与教育实践。

第三节 我国的教育目的

主要知识点：我国不同时期的教育目的、教育目的个结构。

【细化的教学目标与要求】

（1）初步认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及其对教育实践的指导作用。

（2）掌握我国教育目的的结构，以及我国当代教育目的。

（3）尝试理解自己所受教育中的教育目的。

【重点难点】

重点：人的全面发展对教育目的，对我国教育目的的影响。

难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第六章 教学（4 学时）

第一节 现代教学的形成和发展

主要知识点：教学的概念、现代教学的形成、现代教学的分化与多样综合。

第二节 现代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

主要知识点：现代教学的教育目的、主要教学理论基础、教学结构。

第三节 课题教学的设计

主要知识点：课程教学设计的基本要求、要素、组织形式。



【细化的教学目标与要求】

（1）用自己的话表达教学的概念，理解现代教学的形成与分化。

（2）掌握主要教学理论流派（行为主义、认知主义、建构主义）的知识观和学习观。

（3）结合课程教学理论、教学设计的基本要求、要素与组织形式，设计一节幼儿学习活动。

【重点难点】

重点：理解教学的内涵、要素、主要教学理论流派及应用。

难点：开展教学理论指导下的教学设计活动。

第七章 现代教育展望（2 学时）

第一节 当代世界教育思潮的宏观演变

主要知识点：当前教育世界教育思潮的四大宏观演变。

第二节 21 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趋势。

主要知识点：21 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五大趋势。

【细化的教学目标与要求】

（1）了解当前教育世界教育思潮的四大宏观演变。

（2）讨论 21 世纪世界教育发展的五大趋势及对自身带来的影响，为成为拥有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师做准备。

【重点难点】

重点：在了解世界教育发展趋势的基础上，学会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教育和教育中的自己。

难点：用变化和发展的眼光看教育、做教师。

3.教学资源

表 3 本课程的教学资源

资料类型 资源



教材 黄济.王策三主编.现代教育论（第 3 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

主要参考书 [1]《教育学原理》编写组编.教育学原理[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9.

[2]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第 7 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

[3]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编写.教育学基础（第 3版）[M].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014.

[4]石中英主编.公共教育学[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5]王道俊,王汉澜主编.教育学：新编本（第 2 版）[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

[6]王道俊，扈中平主编.教育学原理[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1998.

主要网络资源 教育学基础（国家精品课程）-网易公开课 (163.com)；

《教育学原理》（国家级精品课程）-爱课程 (icourses.cn)；

主要期刊资源 [1]中国学前教育研究会；长沙师范学院《学前教育研究》；

[2]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学前教育》；

[3]浙江教育报刊总社《幼儿教育》（教育科学版）；

[4]福建人民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幼儿教育研究》；

[5]江苏教育报刊总社《早期教育》（教育教学版；教育科研；家庭教育；美术教育）；

[6]杭州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新儿童研究》；

五、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及实施对应关系

1. 本课程采用的教学方法与手段

（1）课堂讲授法。课程涉及的概念、理论比较多，多在课堂上结合 PPT 演示，采用系统的讲授，让学生有基本的认识；然后在此基础上进行其他方

式的拓展性学习。

（2）随堂讨论法。对于课程中的一些理论流派、教育理论或有争议的观点，在了解基本事实的前提下，将引导学生进行随堂讨论。启发学到自主学

https://open.163.com/newview/movie/free?pid=XHKSLQ9EC&mid=FHKSLQS9L
https://www.icourses.cn/sCourse/course_4015.html


习、自发探索以及用理论看问题的思维习惯。

（3）阅读分享法。输出是最好的输入，本课程将结合课程内容，让学生自行阅读相关材料，然后进行个人和小组的读书笔记与读书分享活动。在这

个过程中提升对教育的思考和探索能力。

（3）课后辅导与作业法。作为教育基础类课程，放在大二上学期，对学生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本课程将结合教育学考研以及学生个人学习程度与意

向，进行课后辅导与相关作业练习。

2.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的对应关系

表 4 课程目标与教学方法手段对应表

课程目标 教学方法与手段

目标 1：了解教育的社会基础，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理解现

代教育的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课内：讲授法，同时观看相关影像资料帮助理解；

课外：阅读相关材料，课后辅导与交流。

目标 2：学会运用基础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前的教育教学问题，

学会关心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课内：讲授法，讨论法，结合自身受教育的情况进行理解。

课外：阅读相关材料，课后辅导与作业。

目标 3：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学的思维魅力；为成

为一名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热爱教育事业，拥有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

师做准备。

课内：小组讨论，阅读观点分享。

课外：开展关于“理想教育”的小组交流。

表 5 本课程教学目标的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据

课程教学目标 达成途径与主要判断依据

目标 1：了解教育的社会基础，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

理解现代教育的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主要达成途径：阅读教材、课堂听讲、课后阅读文献资料、小组讨论。

主要判断依据：对课堂提问的回答、作业的完成情况。

目标 2：学会运用基础的哲学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前的教育教 主要达成途径：阅读教材、课堂听讲、课后阅读文献资料、小组讨论。



学问题，学会关心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主要判断依据：对课堂提问的回答、作业的完成情况、个人分享的情况。

目标 3：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学的思维魅

力；为成为一名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热爱教育事业，拥有

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师做准备。

主要达成途径：阅读教材、课堂听讲、课后阅读文献资料、小组讨论。

主要判断依据：对课堂提问的回答、作业的完成情况、小组汇报的情况。

六、课程目标与考核依据及评价标准对应关系

1. 课程总体考核

本课程采用过程性考核与终结性考核相结合的方式评价学生学习效果。过程性考核的权重为 60%，其中学生课堂表现占 20%，个人作业 20%，小组作

业 20%。终结性考核的权重为 40%，在期末采用小论文的形式进行考核。课程总成绩采用百分制计算。

2.课程考核与成绩评定细则

表 6 本课程考核和成绩评定方法及与课程教学目标关联

考核项目 考核内容 与考核关联的课程教学目标 考核依据与方法 占课程总成绩的比重

过程性 课堂表现 目标 1：了解教育的社会基础，熟悉教育

的哲学基础和心理学基础；理解现代教育

的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

践问题。

目标 2：学会运用基础的哲学和心理学理

论视角分析当前的教育教学问题，学会关

心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目标 3：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己的见解，

初步体会教育学的思维魅力；为成为一名

主要依据线上教学平台（或教师）对出勤、课堂

测验、回答问题、举手发言、参与讨论等课堂学

习活动的记录进行评分；同时参考教师对学生课

堂学习的实际表现（包括精神面貌、学习积极性、

班级服务等）的记录。

20%

个人作业 主要依据线上教学平台（或教师）对课后作业、

章节测验等学习活动的记录进行评分，同时参考

任课教师对学生作业上交时间、作业完成态度、

作业订正情况的记录。

20%



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热爱教育事

业，拥有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师做准备。

小组读书报告 主要依据线上教学平台（或教师）对小组读书笔

记、小组分工、读书汇报情况等学习活动的记录

进行评分，同时参考作业上交时间、作业完成态

度、作业订正情况的记录。

20%

终结性考查 考查（小论文） 主要依据个人的小论文选题、内容、资料详实度、

语言规范性、格式；论据论点的逻辑性等方面来

进行评分，同时参考论文上交的时间与完成态度。

40%

七、课程目标达成评价

本课程目标达成总体评价依据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原则，分为直接评价和间接评价。直接评价以定量为主，进行课程目标达成度计算。间接评价以

定性为主，主要通过任课教师评价（通常为确定值）、学生评价（通常取平均值）、同行或督导评价综合分析、论证、审核课程目标支撑毕业要求各指

标点的达成情况。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如表 7 所示。达成度评价在课程考核结束后进行，承担课程教学的教师根据评价结果，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

所在系研讨、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1.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表 7 本课程达成度评价方案

评价主体与方式 评价方法 评价结果利用

任课教师评价 通过分析学生预习情况，观察学生课内学习主动性，分析学生作业以

及测验情况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通过分析学生期末考核情况

来实施课程目标达成度评价。

供学院与任课教师从产出角度了解课程的教学效果，并

作为课程教学持续改进的观测依据；存档供同行或专家

审核使用。

学生评价 依托学校教务系统的学生课程教学满意度评价，进行课程目标达成情

况评价；通过问卷、座谈交流等形式了解学生对课程目标达成情况的

供学院与教师从学生体验与收获角度了解课程教学成

效，并作为教学改进的依据。



评价。

同行及督导评价 由同行专家、督导依据过程性材料与终结性考核材料对课程教学的效

果做出评价。
供学院掌握课程教学成效，也作为教师教学改进的依据。

2.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表 8 课程教学目标评分标准

课程教

学目标

评分标准

90-100 80-89 70-79 60-69 0-59

优 良 中 及格 不及格

目标 1

十分了解教育的社会基

础，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

和心理学基础；理解现代

教育的概念、目的及现代

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

题。

能够较好了解教育的社会基

础，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和

心理学基础；理解现代教育

的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的

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能够了解教育的社会基

础，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

和心理学基础；理解现代

教育的概念、目的及现代

教学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

题。

基本了解教育的社会基础，

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心

理学基础；理解现代教育的

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的基

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不了解教育的社会基础，

熟悉教育的哲学基础和心

理学基础；理解现代教育

的概念、目的及现代教学

的基本理论与实践问题。

目标 2

主动学会运用基础的哲学

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

前的教育教学问题，学会

关心教育的未来发展趋

势。

较主动学会运用基础的哲学

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前

的教育教学问题，学会关心

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愿意地运用基础的哲学和

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前

的教育教学问题，学会关

心教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基本可以运用基础的哲学

和心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

前的教育教学问题，关心教

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不懂运用基础的哲学和心

理学理论视角分析当前的

教育教学问题，不关心教

育的未来发展趋势。



目标 3

积极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

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

学的思维魅力；为成为一

名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

题，热爱教育事业，拥有

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师做

准备。

比较积极尝试创造性地提出

自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

学的思维魅力；为成为一名

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

热爱教育事业，拥有专业与

人文情怀的教师做准备。

愿意尝试创造性地提出自

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

学的思维魅力；为成为一

名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

题，热爱教育事业，拥有

专业与人文情怀的教师做

准备。

按要求尝试创造性地提出

自己的见解，初步体会教育

学的思维魅力；为成为一名

喜欢思考和探索教育问题，

热爱教育事业，拥有专业与

人文情怀的教师做准备。

不能提出自己的教育见

解，无法体会教育学的思

维力；未能为成为一名优

秀教师做准备。

八、课程教学改进方案

任课教师要综合课程目标达成的定量和定性分析，给出课程教学改进方案与说明，并经课程教学团队研讨、专业负责人审核通过后实施，以更有效

的支撑毕业要求的达成。

评价结果利用供任课教师改进教学大纲、教学进度、教学内容以及教学方法手段等；反馈学生改进课程学习计划、学习方式方法等；供学院用于培

养目标、毕业要求、课程目标达成的监控与改进，用于课程体系的优化，用于课程考核制度的改革。

九、有关说明

本课程大纲自 2023 年开始执行，生效之日原先版本均不再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