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vances in Education 教育进展, 2023, 13(11), 9333-9337 
Published Online November 2023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ae 
https://doi.org/10.12677/ae.2023.13111441    

文章引用: 黄盈, 王迎春. 泰勒课程开发经典理论述评[J]. 教育进展, 2023, 13(11): 9333-9337.  
DOI: 10.12677/ae.2023.13111441 

 
 

泰勒课程开发经典理论述评 

黄  盈，王迎春 

成都大学师范学院，四川 成都 
 
收稿日期：2023年10月23日；录用日期：2023年11月21日；发布日期：2023年11月28日 

 
 

 
摘  要 

泰勒(Ralah W. Tyler)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课程理论家，被誉为“现代课程之父”、“课程评价之父”。

他的泰勒原理自产生开始就对整个教育界产生持续的影响，直到今天仍然是里程碑式的存在。本文首先

是分析了泰勒原理产生的历史背景，包括其思想渊源和以八年研究为核心的理论基础。其次是以《课程

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为基础，提炼了其核心内容，包括明确学习目标、选择学习经验、组织学习经

验和展开学习评价四个方面。最后是通过对泰勒的原理的梳理总结笔者由此所得到的启示，包括引领学

校课程建设、推动学校课程改革、以学生为本促发展和启迪教师队伍专业化四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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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alph W. Taylor is a famous American educator and curriculum theorist, known as “the father of 
modern curriculum” and “the father of curriculum evaluation”. His Taylor Principle has had a 
lasting influence on the whole educational field since its inception, and is still a landmark exis-
tence today. First of all,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of Taylor’s principle, in-
cluding its ideological origi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based on eight years of research. Secondly, 
based on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it refines its core contents, including 
four aspects: clear learning objectives, selection of learning experience, organization of learning 
experi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earning evaluation. Finally, the author summarizes the enli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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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ment from Taylor’s theory, including leading school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promoting school 
curriculum reform, promoting student-oriented development and inspiring teachers to profes-
sionaliz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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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泰勒原理的背景阐释 

泰勒(Ralah W. Tyler)是美国著名教育家、课程理论家，被誉为“现代课程之父”、“课程评价之父”。

泰勒于 1934 年出版《成绩测试的准备》一书，使他被誉为“当代教育之父”。1949 年又出版的《课程

与教学的基本原理》一书，被誉为“现代课程理论的圣经” [1]。这也使他被誉为“现代课程论之父”。

他提出了课程编制的一般原理(即“泰勒原理”)对中西方课程理论与实践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那么泰勒

原理的产生是基于怎样的背景？以下内容将进行阐述。 

1.1. 泰勒原理的思想渊源 

一方面，博比特(John Franklin Bobbitt)和查特斯(Charters, W. W.)在科学论证的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课

程理论。博比特是第一位讨论“课程”的教育家，他最先明确了现代课程领域的导向性和规范性。在美

国社会效益运动背景下，为了创造经济效益，必须对人进行科学管理，以最大限度地发挥每个人的效能。

在此基础上，博比特划分了人的经验领域，用活动分析法对每一部分领域的人的不同经验需求进行分析，

确定课程目标，组织学习活动，这就形成了早期的课程开发理论。而查特斯对课程的贡献在于他不仅重

视成人社会活动的分析，而且还将理想和活动作为课程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认为理想和活动共同构成

课程，并提出课程编制的七个步骤 [2]。 
另一方面，德国实验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的研究路线倡导行为科学的研究方法。在此基础

上，美国著名的心理学家桑代克(Edward Lee Thorndike)创立的教育心理学，对人的学习动机进行了系统

的实验和研究，并确立了行为联结主义的学习观。该理论对人的学习进行心理测量的研究方法在美国教

育领域掀起了一场“教育测验运动”。与此同时，著名的美国教育心理学家贾德(Charles Hubbard Judd)
是泰勒在攻读博士期间的导师，对泰勒的学术研究产生了直接的影响，贾德和桑代克的教育心理学的研

究观点和方法为泰勒原理的产生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3]。 

1.2. 泰勒原理的实践基础 

泰勒原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大萧条时期受到资本主义经济的制约，由此产生的社会背景促使泰勒进

行了长达八年的研究。泰勒总结了八年的研究成果，并将博比特、查特斯和贾德等前辈的研究成果与自

己的理论方法相结合，由此产生了泰勒原理。 

1.2.1. 八年研究的实施背景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尽管美国中学人数激增，但是通常能够升学的中学生人数只有六分之一。当

时中学的课程受学院和大学入学考试所支配，突出学生的学业成绩，因而忽视了其他方面的教育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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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是忽视了使大多数学生为走向社会做准备。此外，1929 年世界经济危机，也引起了人们对中等学校

课程以及中学与大学的关系进行重新评价。面对这种状况，许多进步主义教育家认为，只有改变学院和

大学的招生要求，才能实现中学课程改革的设想，但这需要学院和大学的配合。因此，美国进步教育协

会在 1930 年的年会上讨论了中学怎样才能改善为青少年的服务以及调整学院和大学入学条件的问题，并

决定成立“大学与中学关系委员会”，进一步探讨中学与学院和大学进行良好合作的可能性，改善两者

之间的关系 [4]。 

1.2.2. 八年研究的具体内容 
1932 年，美国的大学与中学关系委员会制定了一项为期 8 年的实验研究。参加这项实验的 30 所中

学包括公立的和私立的、规模大的和规模小的。它们选自美国的各个地区，在学校设备、学生背景以及

社会、经济、文化上都有很大的异同。其中也不乏一些著名的中学。“八年研究”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1) 决定教育目的。(2) 建立管理机构。(3) 创新课程和教学方法。(4) 检査评估工作。从 1936 年起，这

些实验中学的毕业生分别进入参加实验研究的各个学院和大学。评估委员会按照年龄、性别、种族、学

业能力和成绩、家庭和社区背景、职业兴趣以及所进入的学院和大学的规模与类型，从实验中学的毕业

生和其他中学的毕业生中各挑选出 1475 人，分成实验组和相应的对照组，在学业成绩、文化发展水平、

实际判断能力、人生观、个性特点、情感稳定、社会生活能力、职业定向和体能等方面进行对比研究 [5]。
经过了长达 4 年的观察和研究，实验研究人员发现实验组在这些方面(学业成绩除外语外)都略优于对照组，

其中有 6 所实验中学的毕业生与对照组的差别更为明显。 

2. 泰勒原理的基本内容 

2.1. 明确教育目标 

泰勒认为，学校在课程编制的初始，与其说是制定教育目标，不如说是选择教育目标。要对目标做

出明智的判断，必须从三个基本来源入手 [6]。(1) 对学生的研究：在选择目标时，需要把学生目前的状

态和理想的常模加以比较，得出其中的差距就可以发现教育的需要，从而确定教育目标的选择。(2) 对当

代社会生活的研究：由于社会生活是千变万化的，那么在做目标选择时要注意与当代生活相结合，保持

与时俱进。(3) 学科专家的建议：这里泰勒强调了专家应该考虑该学科的对一般公民的作用，即该学科的

一般教育功能而不是特殊教育功能。以上来源可以帮助教育者得到一般性的教育目标，但是学校的资源、

时间等都是有限的，怎么最大化地筛选出更精确的目标，就需要运用到两把筛子。(1) 教育哲学：无论哪

种哲学，学校都应该清晰地表达出来，并且对其蕴含的教育目标要点予以说明。(2) 教育心理学：一方面

有助于我们对“可能期望学习之后产生的变化”与“不可能期望的变化”区别开来。另一方面要将“在

特定年龄产生的目标”和“需要花费很长时间才能达到的目标”区别开来 [7]。 

2.2. 选择学习经验 

泰勒认为在选择教育经验时，既是决定哪些经验可以达到目标的问题，也是如何构建学生预期经验

的教育情境的问题。这里泰勒特别提出了五条基本原则。(1) 为了达到某一目标，应该使学生具备实践这

一目标的行为经验。(2) 由经验所产生的目标行为应该使学生获得满足感。(3) 由经验所带来的预期目标

应该在学生的能力范围之内。(4) 多种特定的经验可能会达到同样的教育目标。(5) 同样的学习经验可能

会产生不同的教育结果 [8]。 

2.3. 组织学习经验 

泰勒认为，要使学习经验产生积累效应，就要对经验实施有效的组织行为，时他们相互作用产生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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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反应。关于如何有效组织，他提出了三条基本准则：(1) 连续性：指直线式地陈述主要的课程要素。(2) 
顺序性：强调每一后继经验为前面的经验提供基础。(3) 整合性：指各种经验的横向关系统一起来以便学

生整合其知识框架。 

2.4. 展开学习评价 

泰勒认为，评价结果不应该知识单一的分数或描述性术语，而应该是反应学生目前状况的剖析图。

并且他认为评价方法与评价目标相结合的评价过程才是有效的。这一过程具体分为两个步骤。(1) 要清晰

地界说目标，以便了解实际上目标的达到程度。(2) 要确定评价情境，以便让学生能够呈现目标要求的行

为 [9]。完成以上两步后评价结果的运用才是科学的。 

3. 基于泰勒原理的启示 

泰勒原理基本都是以高度升华的内容进行呈现，作者更多的是基于他的时代背景和相对宏观的视角

来总结其理论内涵。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教育的不断改革，其理论也要结合我国当代的社会主义核心

价值观及我国基础教育课程与教学的改革趋势做进一步的理论启示与意义建构。否则，我们会很容易在

运用泰勒原理时陷入教条主义的思维。有鉴于此，笔者将从以下 4 个方面来谈启示，希望通过梳理能让

自己更深刻地理解泰勒原理的同时也能在平时的专业领域学习上更好地运用泰勒原理。 

3.1. 引领学校课程建设 

随着我国的教育改革持续推进，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如何实现新的学校课程建设成为了一个教育

界非常关注的问题。泰勒原理在此时就凸显出了它的理论价值。例如：目标模式就提出要尝试解决何为

课程与教学起点与终点的这一重要命题。目标的重要性程度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泰勒在《课程与教学的

基本原理》中提到“许多教育计划都没有清楚地界说目标”。学校教育必然是围绕着一定的目标而展开

预期的具体教育教学活动。课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面对这样一个复杂系统，其编制、运行都不是任意

的行为。当前，学校课程建设有待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需要具备宏观的课程领导思维。从这一视角来

看，泰勒原理是一个重要的理论支撑。但它并不是一本教科书，也不提供固定的课程框架。因为它并不

为一门课程的编制提供详细的流程指导。所以，这也提醒我们在对于泰勒原理的解读与运用时不能陷入

教条化或程式化之中。那么在学校课程的建设过程中，泰勒的目标模式是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经典的课程

编制范式，更多的是启迪教育工作者对课程研究方法论的思考与辨析，它从理论上指引我们在课程建设

过程中，要关注教育目标、学习经验等。 

3.2. 推动学校课程改革 

学校课程改革是指对学校教育课程进行调整和改进，以满足不断变化的教育需求和社会发展的要求。

以下是以泰勒原理为基础，个人对学校课程改革的一些思考。首先是要注重目标导向。泰勒原理强调为

实现目标而制定课程计划和措施。那么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也应该明确目标，例如建立学生在德、智、

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目标，提高学生的核心素养等，并据此进行相应的课程设计和评估。其次有目的

地选择合适的经验来进行课程编制。收集学生的学习成果以及分析这些成果背后是以怎样的经验来作为

支撑，了解学生的学习进展和需求，从而指导课程改革的方向和决策。再次是要高效地组织学习经验。

泰勒原理强调有效地组织经验，对于学校课程改革来说，也可以关注提高学习效果和学生参与度。通过

优化课程安排、教学方法和学习资源等，提高学生学习效率和教学质量。最后是科学地评价学习经验是

否达到了预期目标。泰勒原理鼓励不断优化课程编制流程和方法，课程改革也需要持续改进。定期评估

和反思现有课程的有效性和适应性，及时进行调整和改进，保持与教育发展同步。需要注意的是，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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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多个因素，包括教学理念、教师培训、学校文化等。泰勒

原理提供的方法可以作为参考，但并不是唯一的推动学校课程改革的标准，还需要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运用。 

3.3. 以学生为本促发展 

泰勒认为，在学校的课程教学中，学生是教育的主体，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关注学生的兴趣，使学

生由被动的接受者转变为主动的学习者。教师的任务应该是构建学习的真实情境来帮助学生获得学习经

验，而且要构建多元化的情境，以便学生获得更有意义的一手经验。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过程中，评

估学习经验的有效性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泰勒指出，要考察现有的各种评价方法，以选择合适的评价

方法，并且评价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要通过反复多次的评价，才能促进课程与教学计划的不断改进和

完善。同样在对学生进行评价时，我们也可以运用多种评价方法，从多种角度恰当地对学生进行评价，

从各个方面提出促进学生学习和发展的改进建议，改变以往以单一的成绩来给学生一锤定音的评价方式，

更人性化地对学生进行评价从而帮助学生在成长的各个方面都得到发展。 

3.4. 启迪教师队伍专业化 

泰勒认为，每一位教师都需要参与课程的编制与研究，在这个过程中也是训练教师队伍专业化的一

种途径，其参与程度能够保障教师去充分理解这些宗旨和手段。教师是每天和学生直接互动的人，是直

接对学生进行知识传播的重要途径。因此，教师本身的专业化程度对于教育质量的高低来说是非常关键

的因素。如果教师能积极地参与到课程开发的过程中去，那么他们对当下课程开发的理念和宗旨就会把

握得更精准，同时也会将自己开发的课程理念和手段运用到他们每天的教育工作中去，这样课程开发才

能真正能实施下去，才能真正落到了实处。因而，我们应鼓励一线教师积极地参与到学校课程开发与编

制的过程中去。 

4. 小结 

泰勒原理是上个世纪特定时代背景和八年研究的产物，迄今近一个世纪，随着社会的发展与完善，

该理论也不乏有一些批评的声音，有不尽完善的地方也是在所难免的。但它在课程与教学发展史上的地

位是无法撼动的。对于他的局限之处，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并且尝试做一些与时俱进的改革。《课程

与教学的基本原理》对阐述课程编制与评价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它鼓励教育者与学习者去审察一门课

程的基本原理，然后形成自己的认知与思考。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情境的转化，它可能无法充分描述、解

释和预测现代的许多课程实践，但其存在的很多合理之处仍需我们认真地分析和借鉴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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