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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首先结合《隐性课程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探et)与《隐性课程影响学生的可能结果及作用强度探 

讨》的相关理论 ．分析 了高质量隐性课程在某些方面应具有一些特性，并探讨 了隐性课程建设在相关方面的要求，然后 

综合这些特性与要求．从整体上 系统地概括 了高质量隐性课程的主要特性 ，并从宏观上时建设高质量隐性课程做出了 

整体性设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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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前言 

通过前面两文的探讨 ．我们清楚地看 

到．隐性课程对素质教育与学生可持续发展 

有重要的影响作用 ，同时 ，隐性课程对学生 

的影 响作用又受众 多因素的影 响与控 制。 

学校(尤其是高校)作为高质量素质人 

才的重要 培养基地 。其高 质量 隐性课程 建设 

就不能不作为学校建设中非常重要的内容。 

然而 ，学校究竟怎样才能建设 出高质量的隐 

性课程呢?究竟怎样的隐性课程具有高质量 

呢? 

l 前 文理论对高质量 隐性 课程建设 

的启示 

文 1已经提到：学生对教育环境信息的 

感知过程中，有 2个关键性作用 ：信息编码 

与编码解译 ，编码能力取决于教育环境所被 

赋予的真实期望．受制于教育环境 自身所拥 

有的信息容量．而解码能力则取决于非认知 

心理作用的状况 ，受制于主体所具有的非认 

知心理水平与认知心理水平 。这便意味着高 

质量的隐性课程应该有较强的编码 能力与 

解译能力 。负载着丰富的真实期望。拥有着 

足够的信息容量．且长期处于 良好的非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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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作用状况 ．这也意味着我们在隐性课程 

建设中应该注意不断丰富教育环境的真实 

期望 ．不断扩大其信息容量 ，不断调整学生 

的心理状况．并进而通过提高编码与解译两 

方面的能力来增强相应的 2种作用 ，以达到 

学生对隐性课程更容易更大量的感知。 

文 2则有介绍说：正的隐性课程负载教 

育环境的有益信息 ，对学生起发展促进作 

用 ：负的隐性课程负载教育环境的有害信 

息。对学生的发展起阻碍与误导作用。这意 

味着高质量的隐性课程应该大量负载教育 

环境的有益信息．而尽量少地负载其有害信 

息；这也要求我们在隐性课程建设中应该尽 

可能地增加正信息 ，减少负信息。以便在隐 

性课程的信息渗透中促进学生的文化心理 

发展而非误 导学 生的文化心理 发展 。 

文 2同时介绍说：隐性课程所负载的信 

息 ，离散型的往往不是等概率分布 。连续型 

的也往往不是高斯分布 ，因而其信息渗透的 

强度不是最大。渗透效果也不是最显著。这 

意味着高质量隐性课程应该离散型地趋于 

等概率分布 、连续型的趋于高斯分布 ，即隐 

性课程的建设应该注意调整其信息的分布 

方式 ，使之向达到最大渗透能力与最佳渗透 

效果的方向变化。 

文 2还说 ：信道的干扰强度越大 ，越不 

利于学生对隐性课程的正确感知。以及：非认 

知心理作用状况的心情愉悦状况与情意舒展 

状况越好 ．就越有利于学生对隐性课程的习 

得过程的启动，即对隐性课程的感知，而这种 

愉悦与舒展状况很大程度上受到情感环境的 

影响。这便意味着高质量的隐性课程应该只 

有较小的信道干扰，应该有优美的教育环境 ， 

应该有良好的师生交流．应该有 良好的群体 

心态 。应该有和谐的情感条件 ：也意味着隐性 

课程的建设应该创造出优美的教育环境。应 

该鼓励促进师生交流，应该培育出良好的群 

体心态与和谐的情感环境⋯⋯ 

这些都反映了高质量 隐性课程在某些 

方面的一些特点．也隐藏着隐性课程建设在 

相应方面的要求。高质量的隐性课程当然应 

该包含有这些丰富的内涵与特点 ，高质量隐 

性课程建设也当然应该契合这些相关方面 

的要求 。但从隐性课程的整体来看。我们有 

必要对 两者进行系统 的归纳与概括 。 

2 高质量隐性课程的主要特性 

高质量 隐性课程应该具有以下几个主 

要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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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主隐性。学校应该具有 自己的主隐 

课程。所谓主隐课程，就是主流的隐性课程， 

用张楚廷的观点则是“隐性的主流文化”。只 

有它才拥有较强的信息编码能力，负载有丰 

富的真实期望 ，拥有足够的信息容量 ，成为 

隐性 课程 中能 够产 生较 大 吸引 力 与感 染力 

而对学生产生强烈影响的部分 。也正是通过 

这一部分，起到隐性课程影响学生的主要作 

用。不同的主隐课程 ，代表着不同的个性，学 

校(尤其是高校)应该有鲜明的个性 ，当然 ， 

它们也应该有代表 自己个性的主隐课程。 

(2)整体性。隐性课程除了有主隐课程 

之外，还应该是多种隐性课程的共存 。只有 

这种共存，才有可能让隐性课程的离散型信 

息趋于等概率分布。让其连续型趋于高斯分 

布．从而为隐性课程信息渗透趋于最大强度 

与最佳效果提供重要保证。同时 ，一个学校 

有一种代表学校个性的主隐课程固然非常 

重要，但若只有那种课程的影响，学生的素质 

也难有大的提升空间，只有主隐课程与其它 

多种隐性课程共存 ，相互协调发展 ，整体推 

进 ，才有可能对学生素质产生全面的影响。 

(3)互容性。隐性课程应该能与多种课 

程兼容。这种互容 。既包括隐性课程内部的 

主隐课程与其它隐性课程的互容 ．又包括隐 

性课程与显著课程的互容，还包括隐性课程 

与社区文化的互容。隐性课程需要这种互容 

来扩大其信息容量。并在一定程度上减小信 

道干扰 。 

(4)情感性 。高质量隐性课程应该是容 

易被学生所习得的隐性课程。而隐性课程要 

容易被学生感知与习得 ．又需要良好的情感 

条件与心态环境。因为只有良好的群体心态 

环境与良好的个人情感条件．才能跨越学生 

与隐性 课程 间的鸿 沟而 建立 起连 接 两者 的 

桥梁 ；只有和谐的环境与和谐的情感 ．才容 

易让学生在长期的平静与愉悦中获取对 隐 

性课程 的感 知与习得 。 

(5)长久性。隐性课程的建设不是一、二 

年就能搞好的，而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 

因为隐性课程对学生的影响与作用需要通 

过长时间的循环反馈将信息的渗透结果不 

断积累而形成“惯性”的力量 ．而且隐性课程 

自身就是一种由时间、空间、观念、态度与情 

感共同铸成的传统。 

3 建设高质量隐性课程的整体性设 

计 

基于隐性课程相关理论与高质量隐性 

课程的主要特性的分析，笔者对高质量隐性 

课程建设作出如下整体设计： 

3．1 提 高认识 。思想上重视隐 性课程建设 

要搞好高校的隐性课程建设 ，首要是让 

学校师生在思想上认识到隐性课程建设的 

重要。在当前隐性课程还未为广众所知的情 

况下．这一点尤为重要。 

要通过隐性课程相关理论知识 的讲授、 

宣传与普及 ，让教师认识到隐性课程的重 

要 ，以便他们尽可能地在教学中有意调整 自 

己的态度 、作风与方式，有意在显著课程 中 

暗示显著课程之外的内容 ，有意引导学生对 

隐性课程的感知与习得 ；让学生认识到隐性 

课程的重要 ，以便他们尽可能有意在正规课 

程学习之余多关注一些非正规课程的东西． 

并乐意融入其良好的人文环境 ．乐意接受其 

优秀的价值 观念与行 为规范 ．甚 至乐 意积极 

参与隐性课程建设并为其贡献力量 ；更重要 

的是 ，要让学校领导层对其有高度的认识， 

以便他们真正将其视为与学校命运休戚相 

关的战略问题加以研究 ，将隐性课程建设纳 

入学校的整体建设计划之中并付诸实施。 

3．2 放 开眼光 。确立 积极的隐性课 程战略 

学校尤其是学校领导在意识了隐性课 

程建设的重要性与紧迫性之后，首先要做的 

事情就是在现代理论支持的基础上，放开眼 

光 ，运筹帷幄，确立积极的隐性课程战略。 

结合学校 的实际情 况 ，吸取 外校 的经 验 

教训 ，综合学校的整体战略规划，纵观未来 

教育的发展趋势 ，契合隐性课程的基本特性 

与高质量隐性课程的基本特点．合理制定隐 

性课程建设的近期、中期与远期 目标 ，并将 

其纳入学校章程。 

只有在这种隐性课程战略的保护与指 

引下，学校隐性课程建设才会有的放矢．而 

非无目的，才会有章可循，而非消极混乱。也 

只有这种战略方针的影响．才会增强师生对 

隐性课程的思想认识。 

3．3 整体规划。建构合理的隐性课程框架 

整体规划，建构合理的隐性课程框架． 

是隐性课程近期战略计划实施的关键部分。 

结合学校实际情况 ．吸取众校的经验教 

训 ，综合学校的整体课程安排 ，以隐性课程 

的基本特征与高质量隐性课程的基本特点 

为指导依据 ，确定符合校情又具有个性的主 

隐课程，并制订以主隐课程为中心的多种隐 

性课程分级共存的隐性课程体系。而且还应 

该通过某些显著课程的调整来改善显著课 

程的结构，使之与隐性课程体系互融为合理 

的综合课程体系。 

只有这种课程的整体框架建构起来 ．隐 

性课程才可能在实践 中发挥出显著的积极 

作用 ，对学生产生全面的积极影响。 

3-4 重点突破 。建设有个性的主隐课程 

这是隐性课程建设的最重要环节。它的 

成功与否将直接决定隐性课程的近期 目标 

能否实现．也将直接决定隐性课程的框架能 

否成功建构 。 

学校要在制定的隐性课程体系中。加大 

力度重点建设主隐课程，使之形成能产生巨 

大吸 引力 而对 学 生产 生积 极作 用 的校 园 特 

色文化 ．或使原有主隐课程的部分次级隐性 

课程上升为新的主隐课程．进而与原有主隐 

课程一道形成更具内涵的主隐课程。 

3．S 适时疏导 。创造 良好 的互窖条件 

这是隐性课程建设的基本保障。 

学校需要在重点建设主隐课程的同时 ． 

注意理顺 主隐课程与其它隐性课程 间的关 

系 ，使之协调发展而非大相冲突；学校需要 

通过不断地解决隐性课程建设带来的与显 

著课程间的新矛盾 ，甚至是与社区文化间的 

冲突。使隐性课程所需的强大“惯性力量”得 

以形 成 。 

良好的互容条件的创建 ，是维系综合课 

程全面积极发展的纽带。隐性课程建设要向 

着预定 目标胜利靠近．必须在适时的疏导中 

创建出良好的互容条件。 

3．6 正确引导，蕾造和谐的情感环境 

这是隐性课程建设能取得较好效果的 

最佳途径 ，也是隐性课程建设的一个重要内 

容 。学 校应该通过 正确 引导 ，营造 出有利 于 

学生习得隐性课程的和谐情感环境。这种环 

境包括 4个方面内容：其一是良好的群体心 

态 ；其二是平等的师生关系；其三是高雅的 

个人情操；最后是较高的情感需求层次。 

和谐的情感环境 ，能大大增强隐性课程 

的信息渗透能力，能大大增加学生接收这种 

信息渗透的机率。从而让学生更容易在隐性 

课程中有所感知与习得。学校应该不遗余力 

地对这种和谐的情感环境加以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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