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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生命化教育，旨在实现人生价值，把生命的本质、特征和需要体现在教育过程中。本文从生命化教育的

视角来读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分析该书也体现了有效教学的内涵，从而启示我们需要在

教学起点上关注学生个体的生命性、教学过程中关注实践性和可行性、教学评价中关注过程性和全面性。

该书体现了生命化教育的特征，也帮助我们丰富对有效教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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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Life education aims to realize the value of life and reflect the essence, characteristics and needs of 
life. It is revealed that effective teaching requires us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vitality of individual at 
the starting point of teaching, the practicality and feasibility during the teaching process, as well 
as the process and comprehensiveness of teaching evaluation by studying Taylor’s Basic Princip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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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life education. The book embodies the charac-
teristics of life education and helps us to enrich our understanding of effective teach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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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在《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中，泰勒编制课程的模式被普遍认为是有助于实现有效教学的范

式。与此同时，笔者在阅读此书的过程中，挖掘到泰勒原理也符合并体现了生命化教育的要求与特征：

生命化、科学化、实践化、结构化、过程化。这使得有效教学的标准更加丰富，启发教学更加关注学生

本体、关注学习本身、而非仅仅关注学习评价的结果。 

2. 关注生命——有效教学的起点标准 

一些国家在 20 世纪中期就开始明确提出“生命化教育”，旨在实现人生的价值和意义。“以生命为

基点，把生命的本质、特征和需要体现在教育过程中”，蕴藏了“生命”、“责任”、“真实”的关键

词。如果教育教学活动能够教人关注生命、认识生命、探索生命的意义、实现生命价值，这就是生命化

教育[1]。有效教学，也一直是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的热点话题。学界也有很多学者对此各持己见，余

文森指出，有效果、有效用、有效益是有效教学的三大内涵与标准[2]。夏正江从“过程”与“结果”两

方面讨论并提出六条结果标准和十六条过程标准[3]。如果我们从“起点”来考虑有效教学，就不能忽视

最基本最重要的问题：是谁来参与有效教学活动？谁是有效教学的最主要受益者？自然而然，我们可以

想到，教育教学活动关注的主体是“人”，是“学生”。而泰勒指出，教育是改变人们行为模式的过程。

这里的“行为”是指广义上的“行为”，包括人的思维、情感以及外显的行为[4]。这其实就是从学生生

命发展需求的角度去考虑如何使学生收获积极的、全面的人生经验与价值。 
关注生命，关注学生的生命意义，就是“有效教学”的起点。在泰勒的《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

中，他首先分析了具体的教育目标的来源：学习者、当代校外生活、专家、哲学、心理学这五个方面。

他将学习者，作为五大来源之首，基于此进行调查内容分类时，泰勒把“以人为中心”，对“人”的健

康需求进行了剖析，并给出了与之相适应的教学目的。泰勒还经常引用一些关于学生的身体状况的例子

来说明。在泰勒看来，孩子们的健康是多么的重要。 
另一方面，人不是纯粹的动物，他是意义的存在，一个人在社会中得到尊重，获得自我价值感，则

是满足了生命教育的初衷，即“为了生命”[4]。该书中指出，教育的问题之一是为了满足学生的需要开

辟途径，让学生产生的行为能被社会接受。与此同时，学生个体的生命价值需要也得以实现。具体而言，

即在为儿童选择教育目标时，要考虑学生的当代校外生活需要和兴趣，才不会违反教育目标适应儿童年

龄发展的准则。由此可知，泰勒是考虑到以学生生命价值为主体，希望发挥教育的强大作用，能够满足

学生生命个体未来职业与社会发展的要求，促进每一个生命个体得到发芽、收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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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泰勒在提出有关对学生当代校外生活研究时，既考虑到了个体(individual life)与团体

(social group)的教育，也考虑到了当代(present generation)与后代(future generation)的发展[4]，可见泰勒以

一种“大生命观”的视角在考虑整个人类历史长河的教育事业和社会发展，能够是人类生命得到充分的

历史延续。这更加佐证了泰勒对个体生命以及人类命运的充分考虑。 

3. 关注实践——有效教学的过程标准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important changes in human behavior aren’t produced overnight [5]，该书的第三

章就用了这样一句话隐喻了教育成果的来之不易，正如生命体的发展一样，需要经历反复实践与长期努

力才能收获成果。实现课堂的有效教学也是一件长期的、复杂的事情。从有效教学的实施“过程”来看，

我们需要考虑有科学的理论指导、切实可行的途径方法、合乎逻辑的结构体系，关注过程的评价反馈。

泰勒给我们展现的理论中，一定程度上也具有科学、切实可行、合乎逻辑、关注过程的特征。 

3.1. 课程理念的科学性 

科学的理论基础需遵循生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泰勒提出了“两把筛子”，即教育哲学、学习心理学

作为课程与教学的基本理论的依据。在这一层面，泰勒突破了以夸美纽斯为代表的宗教神学色彩的理念，

没有采用思辨主义流派的方式，而是将“哲学”与“科学”、“进步主义”与“要素主义”等等方面都

考虑在了学校教育目标的选择中，同时阐述了要以有利于学习经验选择和教学指导的方式来陈说教育目

标。以这种全面性、对比性的方式去思考，使课程与教学基本理论的确立具备了里程碑式的科学基础，

也符合生命化教育的“责任”要求，以科学的理论指导科学的课程教学制定，就是一个国家的教育事业

对学生生命发展承担责任的表现。 

3.2. 实践方法的切实性 

对教育目标的确立进行研究时，需要考虑适切性。泰勒在书中建议，可以借助“二维表格”的方法，

清晰明了地表述教育教学目标。既可以指出应培养学生的哪种行为，也指出该行为可以运用与哪些生活

领域或内容中。泰勒和他的团队对教育目标进行的分类就采用了 10 个类别：信息获取，工作习惯和研究

技能，有效的思维方式、社会态度、兴趣、鉴赏力、敏感性、社会适应性、身体健康、人生哲学，并且

每个类别还设计了 10~30 个子目标，这在当时可以说是比较切实且全面的。这些类别几乎涵盖了一个学

生在个体生命发展中可能会参与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是有利于发挥教育活动的长效性作用，真正

提高教育教学活动的有效性，促进个体生命价值的充分发展。 
再者，不同教师在解读教育研究结论，选择教学内容和方法时，都具有一定的主观性。教师应该做

到的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因地制宜，必须考虑到学校地区、教师、以及学生的差异性。首先，教师

在解读并应用课程教学活动的研究结论上，要考虑“外在效度”，也就是可推广度，也就是能否在别的

学校地区也适用，要考虑其差异性。在开展一次具体的课堂教学活动中，教师要秉持尊重生命个体差异

的原则，根据真实的教学情境，不同学生的性格特点与学习情况，确立能够帮助学生实现“最近发展区”

的教育目标，选择能够满足个性化服务的方法与手段。 

3.3. 合乎逻辑的结构化 

人，作为一个完整的个体，有其特定的系统与结构。生命化教育则主张，尊重生命的特性，学习心

理学表明，只有在某种意义上具有相互一致、彼此连贯的学习内容，才能进行整合，从而建构出符合心

理逻辑的、体系完整的知识结构，从而纳入学生的整体经验中，取得最大的效益。 
在教育规则制定的过程中，要把人当成“人”，尊重生命发展的内在规律，创设适合生命发展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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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育规则。泰勒在书中强调，在编制一组有效组织起来的学习经验，需要符合三大原则：连续性、顺

序性和整合性[4]。连续性是指主要课程要素的直线式重复，在一定时间内需要持续不断地操作相同类型

的技能。顺序性是指要提供逐渐复杂的社会学科资料、扩大阅读这些材料时采用的技能操作的广度、增

加分析的深度。整合性是指课程经验的横向联系。想一想，你应该采取哪些方法来将你所学的那些技巧

进行水平的转移，运用到社会科学、科学、购物或其他领域中。这三大标准，即考虑到学习组织经验的

纵向深度与横向广度，也考虑到具体与抽象的逻辑方式，一定程度上统筹到儿童心理成熟与思维发展的

不同方面。只有满足系统化、结构化的知识与经验才能真正内化为学生的能力，这既是一次有效的教学

活动设计需要考虑的三个原则，同时，这也促使每个生命体以一种螺旋上升式地生长，蓬勃地成长。 
课程实施的“互相调节取向”，便是指教师要随着课程的实施过程中去及时调整规划，甚至可以基

于现有的教师、学生、环境等条件，创生出适用于不同学生发展的新兴课程。一堂有效的教学活动，必

然需要教师在与学生互动过程中，发挥其教师敏感性，随机应变，将课堂生态中的各因素积极调动起来，

才能实现教学过程的有效性。 
泰勒的结构化视角不只停留于独立的单门学科，他还提出了一种广域课程的构想，希望能够各学科

打破边界，从而实现更大的结构化、单元化，这样学生在面对真实生活情境时，能够根据具体问题情境，

综合运用各学科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当学生走出书本知识，走进真实生活时，这样的教育更有可能培

养学生对整个世界的统一观念，树立属于自己的价值体系。 
书中泰勒以阅读为例，指出学生应当具备一些具体经验，这些经验将意义词汇之间建立关联的，这

样学生在学习过程中才能通过自身经验中找到某些联系。当学生初步具备了解题的初步体验时，老师需

要构建特定的情景，以便他们能遵循逻辑推理的有序开展：a) 察觉到一个目前无法解决的问题；b) 通过

分析更清楚地明确并认知该问题；c) 收集相关事例；d) 提出有可能的假设；e) 以合适的方法去检验这

些假设；f) 得出结论，即解决问题。这一观点和杜威的反省思维五步法可以说是有着一定的相似之处。 

4. 关注评价——有效教学的结果标准 

评价是十分有必要的，透过评价的实施，我们才能发现某课程在哪一方面产生效果，又在哪一方面

有待改进。但真正适合学生发展、符合教学规律的评价，要考虑学习阶段的过程性，以及尽可能做到全

面的评价。 

4.1. 多阶段的过程评价 

泰勒原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将评估方法运用到课程制定中，提出了教学目标的设定，课程内容

的安排，教学组织的方法，以及对效果的评估，三者是密不可分的。但以斯滕豪斯为代表的学者提出对

泰勒的观点进行了辩驳，批判泰勒理论关注评估的结果。 
根据泰勒的观点，判断一个学生是否获得新的学习经历或行动，就必须创造一种新的情境与机会。

在课堂教学中，老师要根据现实情况，创设有利于激发学习动机的评估情景，比如对学生社交适应能力

的考察，并为他们提供共同玩耍、工作的情景和情景。真正注重过程的评估应该是一种动态的评估，而

不是“只看成绩”的评估方法[5]。 
泰勒还指出了要至少“两次评估”，也就是在学习活动的初期阶段和后期阶段进行前测与后测，这

在当代的教学活动中也被视为一种科学的评估方式。此外，本章中涉及到让学生完成一幅绘画作品、写

出一篇论文等评价方式也属于如今课程评价中使用的强“表现性作品”的评价方式。这其实是与侧重学

习过程与方法的过程性评价方式是一致的。再者，抽样评估方法，也还可用于评估一组学生所采用的课

程经验的有效性。这些也表明了泰勒在意的不仅仅是学生学习行为结果的获得与否，他也还关注到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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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的过程。 

4.2. 多纬度的全面评价 

评估，正是一个发现这些已经制定和组织好的经验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产生期望结果的过程，同时，

评估的过程也包括指出该方案的长处和弱点。泰勒所谓的“评估”，并不只是从一个维度来衡量，而是

从课程本身和课程设计两个维度来衡量。这就是我们目前提倡的，对课程自身进行评价的部分。在此基

础上，作者还给出了三条衡量标准：客观，可信，有效性。泰勒还提出了评估成果的使用方法，并提出

了其它评估方法的效用和意义。 
由此都可以看出，评价结果不是泰勒课程理论的终极目标，他仍然对评价过程、评价纬度、评价结

果的价值与有效性等等都进行了探讨。他同时也指出，学习评估这一教学环节要合理的使用。否则，就

会对课程、学生等造成负面影响，就比如出现了像当今教育内卷、学生内耗、低效课堂的问题。泰勒所

做的是一件务实有效的研究，尽管泰勒在关于课程目标和评价这二者的关系阐述欠完善，但他指出了这

层关系并认为课程与教学的评价是进行有效课程编制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5. 结语 

笔者在此尝试以一种生命化教育的视角来思考拉尔夫·泰勒《课程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发现

他作为“现代课程理论之父”，在 20 世纪中期，已经思考到了学生个体的生命性、课程教学的过程性评

价，并给出了系统规范的制定课程、选择经验、组织经验、进行评估的范式，体现了泰勒模式也具有一

定程度的科学化、切实化、结构化、过程化。这些特征，都最终落足于生命化教育的初衷，为了每一个

学生的生命力得到真正蓬勃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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