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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师课程取向是指教师对课程的认识与理解，包括教师对课程理 念、学 科 课 程 目 标、课 程 内 容、教 学 方 法

以及课程评价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认同度最高的是认知过程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认同度较低

的是学术理性取向和社会重建取向。城市初中教师与其他类型学校教师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或学段差异；英语教师

在认知主义和人文主义上的得分显著地低于语文教师。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表现出综合的特征；西北地区中

小学教师观念层面的课程取向与新课程理念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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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以来，普通教师

对课程的理解逐渐成为人们关注的重点。教师如何

理解课程，如何实施及评价课程，以及教师的课程

取向与其教育教学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对这些

问题的研 究，将 帮 助 我 们 更 好 地 理 解 教 育 教 学 实

践。尤其是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小学教师具有

怎样的课程取向，他们的课程观念与新课程理念之

间是什么关系，这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新课改实

施的状况。

一、教师课程取向的概念

课程取向是人们对课程的总的看法和认识，由

于人们的哲学思想、价值观、方法论、文化背景以

及对个体的心理发展等方面问题认识上的差异，导

致对课程的不同看法，从而形成了课程取向［１］。
课程取向是关于学校应该做什么以及学生应该怎

么学的一些不同的信念。课程取向因为个人的背景、
经验、文化以及学校的政治主张不同而表现出不同的

特点。不同的课程取向反映了不同的学校目标，以及

教和学应该如何发生的不同信念，因此，课程取向是

我们的价值观、态度以及观念的产物［２］。
课程取向，亦 称 为 课 程 设 计 的 意 识 形 态、构

想、价值取向或观点。课程设计者的课程取向是一

组信 念 （ｂｅｌｉｅｆｓ），影 响 课 程 目 标、内 容、教 学 法

和评估的设计［３］。
米勒 （Ｍｉｌｌｅｒ）认为，在课程取向中有两个问

题最重要，一是学校应该教什么，另外是学生应该

怎么学，这两个问题都反映了 “学校希望培养什么

样的人”，在学校培养 目 标 的 统 领 下，校 长 和 教 师

才能决定教什么和怎么教，教师的教学必然影响学

生的学 习，体 现 于 学 生 怎 么 学 和 学 习 的 结 果。因

此，课程取向是人们的教育观念在课程领域的反映

与表现，具体体现在课程目标的确定、课程内容的

选择、内容的组织方式、教学方法的选取以及课程

评价等方面。
教 师 课 程 取 向 主 要 指 教 师 对 课 程 的 认 识 与 理

解，包括教师对课程理念、学科课程目标、课程内

容、教学方法以及课程评价等问题的认识和理解。
不同于理论研究者对课程的理解与设计，教师的角

色决定其主要是在实践层面实施课程，教师对课程

的理解与设计终将表现在教育教学工作中。
教师课程取向有不同的分类方式，其中最著名

的 分 类 框 架 是 艾 斯 纳 （Ｅｉｓｎｅｒ） 和 瓦 纳 斯

（Ｖａｌｌａｎｃｅ）关 于 课 程 取 向 的 研 究，他 们 将 课 程 取

向 分 为 五 类： 学 术 理 性 主 义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认知过程 （ｃｏｇｎｉ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ｓｓｅｓ）、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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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重 建 （ｓｏｃｉａｌ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自 我 实 现 （ｓｅｌｆ－
ａｃｔｕ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和技术 取 向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４］。麦 克

尼尔 （ＭｃＮｅｉｌ）和米勒 （Ｍｉｌｌｅｒ）将自我实现取向

发展为人文主义取向。每一类课程取向都分别包括

了课程意图、课程内容、课程组织、教学法和课程

评价五个方面。
学术理性取向主张学校课程的主要功能是通过

最有价值的学科的教学使个体获得知识，学科结构

是课程内容组织的基础，在教学法的选择方面，较

倾向于以教师为中心对学生进行讲授，强调学生对

课程内容的获得和知识结构的掌握。
认知过程取向强调学校的课程与教学应促进学

生认知过程的发展，教导他们学习如何学习，提供

给学生精 炼 各 种 心 智 官 能 （ｉｎｔｅｌｌｅｃｔｕａｌ　ｆａｃｕｌｔｉｅｓ）
的机会［５］ （Ｐ１０９）。课程内容以发展学生的能力为

重；对课程 内 容 的 组 织 以 让 学 生 掌 握 认 知 技 能 为

先，然后才是知识的掌握；教学法则倾向于选择学

生中心和教师中心相结合的方式；强调学生的思维

能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社会重建取向强调学校教育在社会改造中的作

用，重点强调发展及提高学生的批判意识，使他们

觉察社会的不公平事情，因此，课程内容较多涉及

具有争议性的课题，以社会的需要和问题作为组织

课程内容的中心，主张让学生参与社会事务，了解

和批判 各 种 社 会 问 题，并 付 诸 实 践，以 尽 个 人 责

任，形成美满社会，因此，在教学法方面主要倾向

于选择活动教学法、合作教学法、探究式教学法等

能够引起学生参与、思考并进行实践的方法。
人文主义取向的课程目标在于让学习者获得全

面的满意的经验，以有效地促进学习者的成长与发

展，最终实现自我价值。学习者的成长与发展应当

是全面的，包括认知、社会、生 理、情 绪 等 层 面。
课程内容 倾 向 于 整 合 不 同 领 域 的 综 合 内 容，采 取

“学习单元”的组织形态，而不是学科的逻辑架构。
“科技发展取向认为课程的作用在于寻找有效

的手段，用 以 实 现 一 系 列 事 先 规 定 好 的 目 的”［６］

（Ｐ６１），而 促 使 学 习 者 达 成 学 习 目 标 的 重 点 在 于，
如何利用技术的手段来设计一系列学习的流程。学

习过程中，学习者会被告知明确的学习目标，提供

适当的学习训练，最后采用一系列的学习评价方式

来提供给学习者反馈，以评估学习者是否可以继续

下一阶段的学习，当然这种学习的过程也间接地培

养了学习者运用媒体的意识和技术。
五种课程取向各自的侧重点不同。中外学者的

研究都表明，在实际的教育过程中，教师的课程取

向是多元的、综合的，不是唯一的，即教师在课程

实施中会表现出比较明显的某种课程取向，但并不

排斥其他的课程取向。

二、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主要是对教师在学术

理性、认知过程、社会重建、人文主义和科技发展

五种课程取向上的倾向性作出判断。问卷选取香港

学者张善培发展出的教师课程取向研究自编问卷为

调查工具，该问卷有英文版和中文繁体字版本，本

研究结合这两种版本对其进行修改及预调查，使得

问卷的表述更准确，也更容易为被试所理解。
问卷共包含３０个题项，分别 从 课 程 意 图、课

程内容、课程组织、教学方法和课程评价五个方面

对认知取向、社会取向、学术取向、科技取向和人

文取向进行 了 描 述。问 卷 采 用 李 克 特８点 计 分 方

式，“１”分代表 “极不同意”，“８”分代表 “极同

意”，分值越高表明教师同意的程度也越高。
本研究在甘肃省３５所中小学发放问 卷，共 发

放教师课程取向问卷９４０份，回收８９８份，回收率

为９５．５％，有效 问 卷８３５份，有 效 率 为９３％。有

效问卷中，男 教 师２６６人 （３１．９％），女 教 师５６７
人 （６８．１％）；初中教师３５３人 （４２．３％），小学教

师 ４８２ 人 （５７．７％）；城 市 学 校 教 师 ５３２ 人

（６３．７％），农村 学 校 教 师３０３人 （３６．３％）。参 与

问卷调 查 教 师 的 任 教 学 科 分 别 为 语 文、数 学、英

语，其中农村小学兼任语文、数学、英语三科中任

意两 科 的 教 师 总 人 数 为 ３４ 人，占 样 本 总 数 的

４．１％；其 余 三 科 教 师 人 数 分 别 为 ３３１ 人

（３９．７％）、３０３人 （３６．４％）和１６５人 （１９．８％）。
本研究采用ＳＰＳＳ１３．０对数据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的整体水平

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的整体水平，主

要从两方面来看，一是在认知过程、科技发展、学

术理性、社 会 重 建 和 人 文 主 义 五 种 课 程 取 向 类 型

上，教师的认同状况；二是具体到课程意图、课程

内容、课程组织、教学法以及课程评价五个内容，
教师具有怎样的倾向性。

１．按照五种教师课程取向的类型进行分析

将问卷中的３０个题项按照五种教师课程取向

进行分类，然后分别计算出教师在每种课程取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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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平均分和标准差，根据平均分的高低，来判断西

北地区中小学教师总体上是否认同这些课程取向，
同时也了解教师在观念上更认同哪些课程取向。首

先分别求出样本中每一位教师在五种课程取向上的

平均得分，然后对这些数据进行描述统计，统计结

果见表１。
表１　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的总体水平

课程取向 最小值 最大值 平均分 标准差

认知过程 １．５０　 ８．００　 ６．６１　 １．０５８６２
人文主义 １．５０　 ８．００　 ６．４９　 １．０４１２１
科技发展 １．８３　 ８．００　 ６．３４　 １．０９２００
学术理性 ２．００　 ８．００　 ６．００　 １．１４９２５
社会重建 １．５０　 ８．００　 ５．９７　 １．２０９６２

表１的数据显示，教师关于五种课程取向的平

均得分在５．９７至６．６１之间，表明教师对五种课程

取向都是认同的，其中教师最认同的是认知过程取

向，平均 分 为６．６１，其 次 分 别 为 人 文 主 义 取 向、
科技发展取向、学术理性取向和社会重建取向，平

均得分分别为６．４９、６．３４、６．００和５．９７。教师认

同度最高的是认知过程取向，但也不排斥其他课程

取 向。 这 与 其 他 学 者 （张 善 培， 靳 玉 乐，

Ｓ．Ｂ．Ｊｅｎｋｉｎｓ）的研究结果一致。

２．按照３０个题项进行分析

分别对３０个 题 项 的 描 述 统 计 结 果 进 行 排 序，
得分最高的５项和最低的５项的具体内容见表２。

表２　３０个题项的平均得分结果排序 （前５项和后５项）

题项 平均分 标准差

Ｔ　１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有机会思考问
题是最关键的。 ７．０８　 １．４９４

Ｔ　２２学生在 一 个 充 满 了 爱 和 情 感 支 持
的学习环境中，才能学得最好。 ６．９６　 １．３９７

Ｔ　９课程的基本目标应是培养学生学习
各种事物的认知 技 能，如 记 忆、假 设、
问题解决、分析、综合等。

６．８５　 １．４００

Ｔ　３除学 业 成 绩 外，学 生 的 个 人 发 展，
例如 自 信 心、动 机、兴 趣 和 自 我 意 识
等也是教学评价的重点。

６．８０　 １．４６０

Ｔ　２８课程设 计 应 当 首 先 确 定 学 生 的 学
习目标。 ６．７２　 １．４３２

Ｔ　５课程应让学生理解社会现实问题并
为促进社会改革而采取行动。 ５．７７　 １．８２０

Ｔ　３０学校课 程 的 首 要 任 务 是 让 学 生 获
得人类各种重要的文化遗产。 ５．７７　 １．８８９

Ｔ　２４课程 内 容 应 集 中 分 析 社 会 现 实 问
题，如环 境、能 源、民 族 团 结 和 犯 罪
等。

５．７１　 １．８１５

Ｔ　２９学校课 程 最 重 要 的 目 标 是 培 养 学
生批判地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能力。 ５．６４　 １．８４４

Ｔ　１０中小学 最 重 要 的 课 程 内 容 是 学 科
知识。 ５．４８　 １．８９２

在３０个题项中，教师最同意的是认知 过 程 取

向的教学法，“教学过程中，最重要的是给学生思

考问题的机会”，平均得分为７．０８；其次，人文主

义取向对学生情感、兴趣的关注也是教师们认可程

度比较高的；最不同意的是学术理性取向的课程内

容，“中小学生最重要的课程内容是学科知识”，平

均得分为５．４８，教 师 认 同 度 比 较 低 的 主 要 还 集 中

在课程与社会发展相关的题项。
表２的数据表明，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师最同

意的是通过 让 学 生 思 考 问 题 来 获 得 认 知 能 力 的 发

展，在课堂上激发学生进行思考是最重要的；而在

课程内容方面，教师最不认同完全以学科知识为重

点内容。对学生的学习与社会现实问题、社会变革

之间的关系，教师的认同度也较低。

３．按照教师课程取向的内容进行分析

按照课程意图、课程内容、课程组织、教学方

法和课程评价五个维度对３０个题项的描述统计结

果进行分析，最高分和最低分的数据结果见表３。
表３　教师课程取向的五个维度统计表

（最高分和最低分）

五个维度 题号 平均分 标准差

课程意图
Ｔ９　 ６．８５　 １．４００
Ｔ２９　 ５．６４　 １．８４４

课程内容
Ｔ２７　 ６．４６　 １．５５８
Ｔ１０　 ５．４８　 １．８９２

课程组织
Ｔ１９　 ６．２８　 １．５８２
Ｔ１４　 ５．８６　 １．８０２

教学方法

Ｔ１　 ７．０８　 １．４９４
Ｔ２２　 ６．９６　 １．３９７
Ｔ１７　 ６．２６　 １．６８４
Ｔ２６　 ６．１６　 １．６００

课程评价
Ｔ３　 ６．８０　 １．４６０
Ｔ２０　 ６．０７　 １．６６１

结果显示，在课程意图方面，教师认同度最高

的是第９题，认 知 过 程 取 向 的 课 程 目 标。可 以 看

出，教师最认同的课程目标是培养学生认知能力的

目标。
在课程内容方面，教师认同度最高的是认知过

程取向的课程内容，第２７题 “求知的方法是中小

学课程中最重要的内容”，平均分为６．４６。教师最

不赞同学科知识是中小学最重要的课程内容，课程

内容的选择应有利于发展学生探究的能力，内容的

选择应当以学生的学习目标为依据。
在课程组织方面，教师认同度最高的是人文主

义取向的课程组织，如第１９题平均分为６．２８；教

师认同度最低的是社会重建取向的课程组织，如第

１４题平均分为５．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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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教学方法方面，教师认同度最高的依次是认

知过程取向和人文主义取向的教学方法，如第１题

和第２２题 平 均 分 分 别 为７．０８和６．９６；教 师 认 同

度最低的依次是学术理性取向和社会重建取向的教

学方法，第２６题 “课程应要求教师传授给学生最

好、最重要的学科内 容”和 第１７题 “允 许 学 生 分

析、调查并评估真实的社会问题，学生才能学得最

好”，平均 分 分 别 为６．１６和６．２６。教 师 最 认 同 的

教学方法是为学生创造一个充满爱和情感支持的学

习环境，同时在教学过程中应注重激发学生进行思

考和探究，以提高学生的思维能力；教师最不赞同

给学生传授学科知识的教学方法，也不太认同让学

生进行调查分析等活动是教师教学的主要方法。
在课程评价方面，教师认同度最高的是人文主

义取向的课程评价，第３题 “除学业成绩外，学生

的个人发展，例如自信心、动机、兴趣和自我意识

等也是教学评价的重点”，平均分为６．８０；得分最

低的是第２０题 “重要的是评价学生获得基础知识

的程度”，平均分为６．０７。教师最赞同的课程评价

理念是学生个人的全面发展和学生的学业成绩都应

当是教学评价的重要内容，同时学生认知能力的发

展以及实践探究能力也很重要；教师最反对以学生

掌握基础知识的程度为课程评价的唯一依据。
（二）不同学校类型教师的课程取向分析

本研究在学校类型上共分为城市初中、农村初

中、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四种类型。对这四种类型

学校教师的课程取向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发现，城

市初中、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师的课程取向与前

面分析的整体教师课程取向完全一致，即教师对五

种课程取向 的 认 同 度 从 高 到 低 分 别 是 认 知 过 程 取

向、人文主义取向、科技发展取向、学术理性取向

和社会重建取向。农村初中教师对五种课程取向的

认同度略有差异，平均得分从高到低分别是认知过

程取向６．７５、人文主义取向６．５９、科 技 发 展 取 向

６．４６、社会重 建 取 向６．２４和 学 术 理 性 取 向６．０５，
学术理性取向的得分最低，而不像其他类型学校教

师的课程取向，都是社会重建取向的得分最低。具

体数据见表４。

表４　不同类型学校教师课程取向整体差异分析表

取向
城市初中ａ

平均分／标准差
农村初中ｂ

平均分／标准差
城市小学ｃ

平均分／标准差
农村小学ｄ

平均分／标准差 Ｆ值 显著水平 事后多重比较

认知 ６．４４／１．１６　 ６．７５／０．８１　 ６．６３／１．０４　 ６．７０／１．０１　 ３．２４６　 ０．０２１＊ ａ＜ｂ＊，ａ＜ｃ＊，ａ＜ｄ＊

科技 ６．２０／１．１４　 ６．４６／０．８７　 ６．３４／１．１４　 ６．４２／１．０４　 ２．１１０　 ０．０９８ ａ＜ｂ＊，ａ＜ｄ＊

社会 ５．８９／１．２７　 ６．２４／１．０８　 ５．９７／１．１３　 ５．９１／１．２６　 ２．２１０　 ０．０８６ ａ＜ｂ＊，ｂ＞ｄ＊

学术 ５．９５／１．２２　 ６．０５／１．０６　 ６．０２／１．１２　 ５．９９／１．１２　 ０．２２６　 ０．８７８
人文 ６．２９／１．１５　 ６．５９／０．８８　 ６．５２／１．０３　 ６．６３／０．９４　 ４．６０６　 ０．００３＊＊ ａ＜ｂ＊，ａ＜ｃ＊，ａ＜ｄ＊＊

注：＊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ｐ＜０．００１，下同

　　总体来看，四种类型学校教师在认知过程取向

和人 文 主 义 取 向 上 存 在 显 著 差 异，Ｐ值 分 别 为

０．０２１和０．００３；进一步对数据进行 事 后 多 重 比 较

分析，发现在认知过程取向上，城市初中教师的得

分最低，为６．４４，农 村 初 中、城 市 小 学 和 农 村 小

学教师的 得 分 分 别 为６．７５、６．６３和６．７，且 城 市

初中与其他三种类型学校之间均存在显著差异；在

科技发 展 取 向 上，城 市 初 中 教 师 的 得 分 最 低，为

６．２，农村初中、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师的得分

分别为６．４６、６．３４和６．４２，且城市初中与农村初

中和农村小学存在显著差异；在社会重建取向上，
城市 初 中 教 师 的 得 分 最 低，为５．８９，农 村 初 中、

城市 小 学 和 农 村 小 学 教 师 的 得 分 分 别 为６．２４、

５．９７和５．９１，且城市初中与农村初中存在 显 著 差

异，农村初中与农村小学之间存在显著差异；在学

术理性 取 向 上，仍 然 是 城 市 初 中 的 得 分 最 低，为

５．９５，农村初中、城市小学和农村小学教师的得分

分别为６．０５、６．０２和５．９９，但四类学校之间在学

术理性取向上均不存在显著差异；在人文主义取向

上，城 市 初 中 的 得 分 最 低，为６．２９，农 村 初 中、

城市 小 学 和 农 村 小 学 教 师 的 得 分 分 别 为６．５９、

６．５２和６．６３，且城市初中与其他三类学校 之 间 均

存在显著差异，其中城市初中与农村小学存在非常

显著的差异。

表４的数据显示，城市初中教师在５种课程取

向上的得分均低于其他三类学校，而且除了在学术

理性课程取向上，所有类型的学校教师之间不存在

显著差异外，其余四种课程取向上，城市初中学校

均与其他类型学校表现出显著的城乡差异或者学段

差异。
（三）不同学科教师的课程取向分析

本研究涉及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教师，但农

村小学存 在 一 定 数 量 的 教 师，兼 任 语 数 外 中 的 两

科。研究 样 本 中，农 村 小 学 兼 课 教 师 人 数 一 共 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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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４人，占样本总数的４．１％。鉴于农村小学兼课教

师的数量在本研究中较少，因此尝试将这部分教师

样本剔除，在剩余的语文、数学、英语三科教师群

体内进行教师课程取向的单因素方差分析。具体结

果见表５。

表５　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任教学科差异分析表

取向
语文ａ

平均分／标准差
数学ｂ

平均分／标准差
英语ｃ

平均分／标准差 Ｆ值 显著水平
事 后多
重比较

认知 ６．６５／１．０６　 ６．５８／１．１０　 ６．５７／１．０１　 １．１３８ ．３３８
科技 ６．３７／１．１３　 ６．３１／１．０６　 ６．２５／１．０９　 １．０６８ ．３７７
社会 ５．９８／１．２０　 ６．０１／１．１９　 ５．９４／１．２３　 １．１８２ ．３１６
学术 ６．０２／１．１８　 ６．００／１．１０　 ５．９６／１．２０ ．４７７ ．７９４
人文 ６．５３／１．０７　 ６．４７／１．０５　 ６．４３／０．９９ ．７２９ ．６０２

　　结果显示，在语数外三种任教学科教师课程取

向的五个类别上，没有表现出显著的学科差异。从

各类课程取向的得分情况来看，英语和语文虽然都

属于语言类学科，但英语教师的得分在语数外三科

中是最低的。
对３０个题项进行分析，在２２、２３和２９题中，

三种学科 教 师 表 现 出 一 定 的 差 异，具 体 数 据 见 表

６。

表６　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任教学科差异分题项分析表

题号
语文ａ

平均分／标准差
数学ｂ

平均分／标准差
英语ｃ

平均分／标准差 Ｆ值 显著水平
事后多
重比较

Ｔ２２　 ７．１１／１．３０１　 ６．８６／１．５２３　 ６．７８／１．４０１　 ３．９７７ ．０１９＊ ａ＞ｂ＊，ａ＞ｃ＊

Ｔ２３　 ６．７６／１．３９９　 ６．６１／１．４３４　 ６．４８／１．４０３　 ２．５４３ ．０２７＊ ａ＞ｃ＊

Ｔ２９　 ５．５２／１．８４１　 ５．８３／１．８６５　 ５．５７／１．７９５　 ２．４５７ ．０８６ ａ＜ｂ＊

　　表６的数据显示，第２２题，“学生在一个充满

了爱和情 感 支 持 的 学 习 环 境 中，才 能 学 得 更 好”，

语文教师与 数 学 教 师 和 英 语 教 师 之 间 存 在 显 著 差

异，语文教师最认同这一观点；第２３题，“评价学

生的思维水平和方式以及他们探究知识的能力是最

重要的”，语 文 教 师 的 得 分 显 著 地 高 于 英 语 教 师；

第２９题，“学校课程最重要的目标是培养学生批判

地分析社会问题的能力”，语文教师的得分显著地

低于数学教师。可以看出，在人文主义和认知过程

取向上，语文教师的认同度均较高，尤其是显著地

高于英语教师。

四、启示

（一）进一步理解西 北 地 区 中 小 学 教 师 课 程 取

向

总体来看，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的课程取向呈

现出综合的特征，即不是单一地赞同或者反对某一

种课程取向，而是对一类课程取向中的某个方面认

同度比较高，而对其他方面认同度比较低。

社会重建取向在五类课程取向中的得分最低，

教师最不认同的是社会重建取向中有关批判地分析

社会问题、促进社会改革、课程内容应主要以社会

现实问题为主的题项，但对学生应具有公民意识和

问题解决能力的题项认同度较高。可以看出，虽然

教师认同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但对如何培养持不

同意见。中小学阶段，教师对发展学生的批判性分

析能力以及变革能力的认同度并不高，他们认为，

学生在这一阶段仍然以学业、认知发展为主。

在所有的题项中，“中小学最重要的课程内容

是学科知识”得分最低，很显然，教师反对学生只

学学术方面的知识，但教师也认同，学科知识是高

质量学校课程的基础。相反，虽然教师在人文主义

取向上的得分整体较高，但 “教师应当基于学生的

兴趣和需要选择课程内容”的得分较低，因此，学

科知识在学校课程中仍然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教师

对学生兴趣和需要的关注，似乎只是在学好学科知

识的基础上的锦上添花而已，学生的兴趣和需要只

是其学习知识过程中的调节机制，而不是促进学生

个性化发展、获得良好学习经验的途径。

同样，教师认同度最高的认知过程取向，落实

到教学方法上，“课程应首先让学生掌握认知技能

（如推理、分析、批判性思维等），然后教师才可教

概念性知识”的得分依然偏低，教师在具体的课堂

教学中如何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尤其是如何发展

学生的思维能力，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二）西北地区中小 学 教 师 课 程 取 向 与 新 课 程

理念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的结果显示，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最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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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基础教育应以培养和发展学生的认知能力为主要

任务，学生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最重要
的，同时，教师也认为，学生不仅需要发展认知能
力，他们的情绪情感、自信心、兴趣、动机等也都
应成为教育教学的主要关注点和评价的标准。

我国自２００１年启动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既
重视学生获得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更重视学生作
为 “人”的发展，学生完整人格的发展，终身学习
的态度和能力建设以及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展

现。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所表现出来的课程取向与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理念完全一致，或者至
少说明，教师在观念层面是认同新课程改革理念
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施至今，其基本理念已经
深入人心，现在的关键是这种理念在学生身上落实
了多少，学生、教师和学校获得了怎样的发展？

（三）西北地区中小学教师课程取向与教育教

学实践的关系

教师具有怎样的课程取向，不仅仅是教师在观
念层面对课程、教学的态度，教师的职业特性决定
了教师是通过课堂教学来传递和展示他们的课程与

教学态度，因此，对教师课程取向的研究，不应仅
停留在教师在观念上的认同，还应通过对其课堂教
学的观察以及课后的访谈，来理解教师观念层面的
课程取向，在其实践层面是如何表达的，以及两者
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如教师认同度最高的题项是
“教学过程中，让学生有机会思考问题是最关键
的”，那么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是如何选取和组织
教学内容，又是如何开展教学活动，以发展学生的
思维能力就显得非常重要，或者教师并没有表现出
与其观念相一致的行为，这是什么因素造成的呢？

通过这些研究，才能完整地反映教师的课程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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