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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隐性课 程对 学生产 生影响的作 用机理 ”是 至今还 未得到较 为深 刻研 究的重要课题 。在对 隐性课 程主要 内 

涵深入阐述的基础上 ．重点对其微观作用机理的一些基本内容作 了初步探讨。 

关键 词 隐性课 程 ：学生 

中图分类号 0424．2 文献标识 码 A 文章 编号 1001-7348(2003)08--044--02 

0 前言 

白 l968年美 国学者 杰克逊 首次提 出 了 

“潜课程”(Hidden Currieulum)的概念以来， 

隐性课程逐渐成了国际现代课程理论研究 

的重要问题之一。尽管先后有许多学者对这 

一 全新领域做过大量富有成效的研究 ．但鉴 

于“隐性”与“课程”这两个“概念本身就带有 

很大模糊性”．隐性课程的理论还很不成熟． 

甚至在隐性课程的概念上也未达成一致的 

共识。 

我国在 20世纪 90年代初才开始引进 

这 一概念并零 星地对其 进行研 究 ，虽然 有少 

量学者在引进与介绍隐性课程理论的过程 

中作了不少努力 ，但从一种理论体系的角度 

来看 ．这些建立在极其薄弱的理论基础上的 

努力 ．显然还不足以掩盖这一领域在研究成 

果 上相对空 白的事实。 

隐性课程理论的整体研究现状如此．使 

得有关隐性课程的许多重要问题需要我们 

进行大量的研究与探讨，比如 ：隐性课程的 

具体概念与内涵．隐性课程的结构与功能． 

隐性课程的影响作用机理．隐性课程的开发 

与建设 ⋯⋯笔者便试 图从高质量隐性课程 

建设的理论到实践之角度对这些问题作一 

个系列的初步研究 。其中．“隐性课程对学生 

产生影 响 的作用机 理 ”是至今 还未得 到较 为 

深刻研究的重要课题。对于这一课题 ．本文 

试图在对隐性课程主要内涵深入阐述 的基 

础上，重点对其微观领域的一些基本内容作 

一 些初步探讨。 

1 隐性课程的主要内涵探析 

“隐性课程”(Hidden Curriculum)即杰克 

逊 (P．W．Jackson)于 1968年首次提出的“潜 

课程”(Hidden Cun'iculum)．在我国有许多人 

将其译为 “潜在课程”(Hidden Curriculum)． 

但笔者认为用其“隐性课程”之译名更为适 

宜。它是对立于相当于传统理论中学校“课 

程”而在现代课程理论中称之为“显著课程” 

(Formal Curriculum)(即“显课程”或“显性课 

程”)的一个学术概念，是对学校课程的拓展 

与延伸。 

对 于这 一概念 ，先后 有包 括杰 克逊 (P- 

Wjackson)、瓦 韦 克 (D．Warwick)、麦 汉 (R． 

农庄的必要前提。因为生态农庄是建设在适 

度规模基础上的，没有规模就没有效益。如 

果不打破当前这种分散经营的格局 ．生态农 

庄也难为无米之炊 ，就会成为空中楼阁。现 

在是到了土地由按社会公平原则分配逐步 

向按效率原则分配转化的时候了。可以通过 

土地拍卖 、租赁、转包等有偿流转方式 ．使土 

地 向优化 配置转化 。失去 土地的农 民可以向 

城市、集镇 的二 、三产业转移 。也可就地向 

农 、、林 、放 、副 、渔 转化 。还 可 成 为农 庄 的工 

人 。 

(3)农业教育改革势在必行。农业教育改 I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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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核心是培养和造就一大批新生的农庄 

主。只有培育一大批具有现代生态农业观念 

和技能的农庄主，生态农庄才有可能茁壮成 

长 。 

(4)改善农村社会环境 已成为最紧要的 

问题。长期以来，对农业和农村的投资在国 

民经济各部门中的比重一直呈下降趋势．导 

致城乡差别越来越大。进入2l世纪后．我国 

已经基本上完成了工业化进程．投资的重心 

理 应 回归农 村 、农 业 ，应 下决 心大 力改 善农 

村交通、通讯、文化卫生环境．加强公共设施 

建设。同时也要整顿农村社会秩序。以确保 

投资者的财产安全和人身安全。 

总之。2l世纪我国农村将由分散经营的 

农户向规模集约经营的农庄转变．而农庄 由 

注重经济效益向注重生态经济效益转变也 

是必然的。我们应做的工作就是腰应这一形 

势，从政策上、经济上、科技上及社会环境上 

为我国生态农庄的发展提供条件 ，加速其发 

展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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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麦克卢汉(M．Mc~han)、陈伯璋与 I 

张楚廷等在内的众多学者进行过界说。综合 l 

各家之说。笔者认为：具有广泛内涵的隐性 1 

课程，无非是一种可以对学生产生重要影响 1 

作用的环境信息。这种环境信息，融合于学 

校的整体文化，通过社会 、学校、教师甚至学 

生 自己的各种非正式期望 。使学生在无意识 

的心理状态下接受教育环境所负载的信息 

渗 透而达到在 显性课程 中难 以实现 的“文 化 

心理层 ”某些方 面的改变 。包括 有 5大方面 

的含义 ： 

其一 ．它是 一种 广义 上 的文化 ，是 学校 

整体文化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学校教学环 

境的某些信息。它负载着教育环境的某些信 

息 ，并最 终以校园 的某些 氛围表现 出来 。 

其 二 。它 潜伏 有社 会 、学校 、教师 、甚 至 

是学生自己的各种非正式期望 。是学校教育 

载 体包容 的社 会 ，学校和 教师对 于学生 的价 

值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潜在期望。 

其三 ．学 生对它通 过无意识 心理 活动 习 

得。它在信息渗透的高度暗示中以间接的、 

内隐的方式展开 ．而学生对其感知与习得则 

主要依赖于非认知心理因素的作用与认知 

心理成分的激发和反馈 。故它对学生的影响 

作用是在无意识的心理反应机制下实现的。 

其 四 。它 最 终影 响到 的 是学 生的 “文化 

心理层”的某些方面。包括价值观念、信仰信 

念 、道德情操、审美情趣 、思维方式与态度风 

格等 。 

对于 多数学者所 持的它 是“经验性 的生 

活积累”的观点 ，我认为有失偏颇。因为“经 

验”所包含的内容太广 ，经验的习得可以是 

一 切教育环境影响作用的结果。而按“文化 

心理层”内容的发展 ．则能很好地契合于学 

校 显性 课程 之 对立 面— —隐 性课 程 这一 要 

领的内涵 。 

其五 。它作用的方式是通过教育活动所 

负载的信息渗透。各种形式的教育活动负载 

了隐性课程所需要渗透的信息 ．使教育活动 

中的主客体在无意识的心理状态下产生一 

定的联系与微妙的变化。信息渗透的强弱受 

制于主客体的心理状态 以及一定的环境条 

件，在教育实际活动中，可以借助一系列方 

式强化 。 

基 于这种认识 ，就 可 以导 出它 的几个重 

要特性 ：其一，存在范围的广泛性 ；其二 。课 

程目标的内隐性；其三，课程展开的暗示性 ； 

算 一  

用一句话来说就是：隐性课程通过它所 I所被赋予的真实期望，受镧于教育环境自身 

负载的教育环境的信息渗透，使学生在无意 l所拥有的信息容量；而解码能力尉取决于非 

识的心理状态下得到“文化心理层”某些内 I认知心理作用状况，受镧于主体所具有的非 

容的改变。具体而言，其主要内涵可以从以 I认知心理水平-q认知心理水平。 

下3大方面予以说明。 I 考尔(Koh1)说过：“物体在空间里的摆 

首先，隐性课程的表达方式是一种信息 l放并不是随心所欲的，房间以其物质形式， 

的渗透，而学生对其接受的方式是一种非认 I代表着该场所-q机构的精神和灵魂”，同样， 

知心理作用。 l我们的大多数教育环境都并不是天生而成 

现代信息理论认为，信息的传递是物质 I的，而是赋予着人们的某些期望而有目的有 

世界微观视野里的基本运动方式之一，是联 l意义地存在。它们被赋予的那些期望被解码 

系物质世界的基本纽带。隐性课程-q学生之 I成隐性课程而代表其环境的精神与灵魂。陈 

教育的环境之中，存在于学生的周 田2 学生对■性 曩的毫知过曩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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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和则在《认知发展心理学>中指出：“不同 

的人对同一刺激的编码有所不同”，事实上 

这同样可以用来说明：主体的非认知心理水 

平与作用状况的不同，会引起主体对同一信 

息编码的不同。其结果便是：即使代表环境 

的同一精神与灵魂，隐性课程在不同的非认 

知心理作用状况下也会产生不同的信息渗 

透效果 。 

隐性课程的这种信息渗透的表达方式 

与经典的信息传递方式区别不大，但隐性课 

程产生有经典信息理论 中的信息所不能产 

生 的作用效果 ，即它可以改变学生“文化心 

理层”的某些内容 ，这则归功于人的认知心 

理在隐性课程信息循环网络中的积极参与 

作用。 

这种积极参与作用，可以用图 3进行直 

观解释 。 

文化心理层内容改变1输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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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 3 隐性课程影响学生文化心理屡 

内窖改变的徽观机理圈示 

通过非认知心理作用对信源信息的解 

码 ，学生对隐性课程获得感知 ，这种感知的 

一 部分作为认知的外部输入而被认知心理 

成分所接受，形成隐藏层的组成部分 。而同 

时，在某种条件激发下(通常是非认知心理 

作用)，“情境层”的认知心理水平 ，在并未接 

受外部输入的情况下 。把以前的加工结果 

(记忆或经验)激发出来并反馈到情境层。然 

后 ，在隐藏层中，认知心理作用使输入结果 

与反馈结果得到加工 ，并经过一定的循环 ． 

形成“文化心理层”内容改变的最终输出结 

果 

其次， 隐性课程所负载的信息包含有 3 

种不同层次的教育环境的信息。这 3种不同 

层次的教育环境分别是：物质——空间类教 

育 环境 ，组织——制 度类 教育环 境 与文 

化——心理类教育环境。相应于渗透这 3种 

不同层次教育环境的信息的隐性课程也分 

为 3种不同层次的类型 ：物质——空间类 ． 

组织——制度类与文化一心理类 。按刘根平 

与黄松鹤所著的《潜课程论>，这 3种隐性课 

程类型具有图 4所表现出来的层次性。 

圈4 隐性程类型及其结构层次性 

物质——空间类的隐性课程 ，负载着以 

学校建筑 、校园规划 、班级设置等为主的物 

质与空间环境的信息 ，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 

的情趣 、情感 ；组织——制度类的隐性课程 ， 

负载着以学校组织方式、课程分配、学校评 

价 、校纪班规等为主的组织与制度环境的信 

息，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学生的学习态度与行 

为规范 ；文化——心理类隐性课程 ，负载着 

以社会期望(包括教师期望 、家庭期望)、师 

生交流 、教育语言 、心理环境等为主的文化 

与心理环境的信息 ，深刻 

长久地影响学生的兴趣爱 

好、价值观念 、信仰信念与 

态度风格。 

最后 ．隐性课程影响 

的结果 是学 生 “文 化心 理 

层”某些内容的改变。所谓 

“文化心理层”，系指文化 

的一种层次 ，曾晓萱与姚 

慧华在其所编著的 《高科 

技管理与人文>中提到：现 

在的学者们 “将文化从低 

劲高分为 3个层次 ：文化 

器物层、理论制度层与文 

化心理层”，文化心理层是 

文化的最高层次。窃以为。 

人 的“文化 心理层 ”也是人 

的文化 的一种最高层次 。 

是包含 有 以人 的审美 情 

趣 、情感情绪 、价值观念 、 

信仰信念、态度风格 、甚至 

某些思维方式等为主要内 

容的人文精神的层次 。并 

且 ，这一层次的内容从结 

构上来看．既包含有人的 

心 理结构 的大部分内容 ， 

也包 含有人 的知 识结 构与 

思维结构的少部分内容。而 3种不同类型的 

隐性课程通过其所负载的信息的渗透，也正 

是主要改变学生的这些方面的内容 。所以， 

隐性课程的最终影响结果便是改变学生的 

文化——心理层面的某些内容。 

综上 。我们可以用一幅较为完整 的图 

(图5)来解释隐性课程在这种信息渗透中对 

学生产生影响的微观作用机理。 

参 考 文 献 

1 刘根平，黄松鹤．潜课程论[M]．沈阳：辽宁教育 

出Jt社 ．1992 

2 DavidWarwick：CurriculumSkruemm and De- 

sign．University oflondonpress,1975 

3 Meighan：A Sociolosy of Edu∞吐n昏seoond Edi· 

tion,I-Iolt．1981 

4 陈荚和．认知发展心厦学[M]．杭州：浙江人民出 

版社 ，1996 

5 t竞董，赡蓉年．高科技管厦与人文[M】．天津： 

天津科学技术出簟社。20o1 

(责任编辑 曙 光) 

豳5 隐性课程对学生产生影响的作用机理综合圈解 

-J●1，●●●● ● ．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