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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的开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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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科技进步带来的环境变化对人才培养提出新挑战袁同时也带来新机遇遥 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袁加强显性课

程与隐性课程融合成为实现培养学生高阶思维尧素养和价值观的重要途径遥 将隐性课程开发研究与教育综合改革背景

相结合袁发现隐性课程开发在实现人才素养目标尧契合数字时代学习模式和与显性课程协同增效方面具有重要价值遥 基

于课程开发的一般性范式和对当代隐性课程开发范式的特殊性分析袁 构建了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的隐性课程开发范

式袁包括隐性课程目标确定尧表现形式匹配尧实施策略设计和评价方案的制定袁补充了现有研究对当代新教育情境下如

何充分利用新的资源和技术手段开发隐性课程的关注缺失袁提出了形成整体性课程规划尧隐性课程新形式开发尧提供教

师脚手架工具的实施路径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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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尧引 言

教育部发布的叶义务教育课程方案渊2022年版冤曳
渊简称野新课程方案冶冤面向科技进步带来的儿童成长
环境变化袁特别强调义务教育课程要与时俱进袁野加强
课程融合冶野变革育人方式冶[1]遥 当前袁网络新媒体全面
普及的背景下袁利用现代媒体技术传播的校园文化新
形态作为隐性课程的效率和效果有时优于传统课堂

教学[2]遥 媒体技术带来新的隐性课程形式意味着隐性
课程的特征和作用场域出现新的变化袁数字时代的课
程开发有必要对新时代的隐性课程进行重新剖析和

认识遥
自 20世纪 80年代隐性课程被引入我国起袁我国

学界已经在隐性课程的实践运用方面进行了本土化

探索袁对隐性课程与素质教育尧立德树人等的关系进
行了深入探讨[3-4]遥 然而袁近十年来袁我国少有关于隐
性课程开发的研究涌现袁 对隐性课程的理解局限在
学校范围内按照一定的教育目的及具体规范设计的

校园文化要素[5]遥 与国外相比袁课程改革中隐性课程
的开发如何适应新的全球趋势和劳动力市场不断变

化的需求[6]袁在新的教育情境下如何充分利用新的资
源和技术手段开发隐性课程是我国隐性课程开发中

缺乏关注的问题[7]遥
鉴于此袁 本研究结合数字技术衍生的丰富课程形

式袁 对当前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开发研究的
价值所在进行探讨袁 并基于研究者以往开发隐性课程
的实践案例袁提出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及其实施路径遥

二尧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开发研究的
价值审视

渊一冤开发隐性课程有助于实现当代社会所需的
人才素养目标

一直以来袁隐性课程作为德育的重要手段和课程
结构的关键组成部分[8-9]袁因其教学内容的全面性尧丰
富性以及教学效果的渗透性尧感染性和长远性而备受
重视[4]遥 隐性课程能够营造浓厚的情感道德氛围[10]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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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版义务教育新课程方案包含的大量 野坚定理
想信念尧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冶等培养目标都超越了知
识和技能的培养范畴袁在形成正确价值观念方面利用
隐性课程向学生施加渗透性和潜移默化的影响显然

是事半功倍的遥
除了在德育方面的卓越效果外袁隐性课程还有助

于达成数字时代对人才培养提出的新要求遥数字时代
技术的快速更新和全球化进程加剧要求人才具备更

高的素养和能力袁叶一起重新构想我们的未来院为教育
打造 新 的 社 会 契 约 曳 渊

冤中就针
对当代社会对人才的新需求袁提出数字素养尧创新能
力和全球公民意识是未来教育的重要内容[11]遥 特别是
随着 ChatGPT等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教育并加速了学
习和教学模式的变革袁原有的以知识为重的学生思维
范式正在向重视高阶思维和价值观念养成转变袁技术
支持下野快速获取和应用知识冶正在淘汰野学习要掌
握要应用冶的思维范式[12]遥
在这样的背景下袁传统的显性课程已不足以满足

当代社会对人才的综合素养要求遥隐性课程的价值在
于其能够通过潜移默化的方式袁帮助学习者形成自我
调节能力尧 社会交往能力以及对复杂问题的思考能
力遥 它不仅在学校教育中扮演重要角色袁还在个人的
终身学习过程中持续影响其成长和发展遥 因此袁在当
前时代背景下袁隐性课程的重要性愈发突出袁它为培
养符合现代社会需求的全面人才提供了不可或缺的

支持遥
渊二冤开发隐性课程有助于契合数字时代的学习

模式和学习者特征

我国先后经历了从教育信息化尧野互联网+冶教
育尧智慧教育袁到当下教育的数字化转型袁在传统学
校物理空间外衍生了丰富的知识交互和新型学习形

式袁特别是互联网技术使得学习空间的内涵扩大化袁
数字时代隐性课程的范围已经超越了过去依照校园

物理空间要素对它的界定遥 例如袁依托于网络新媒体
的爱国主义教育就是新时代隐性课程发挥其价值的

一个正面案例遥有别于 MOOC等网络正式课程袁在短
视频平台尧 论坛的网络空间充斥的爱国主义碎片化
信息更契合网络原住民接受信息的方式袁 能潜移默
化地与正式课程和显性课程中的爱国主义教育形成

合力[13]遥
不仅如此袁我国中小学教育信息化长期的建设成

果为开发技术支持下的新时代隐性课程提供了必要

条件袁学校建设的在线智慧教育平台以及校内终端电

子设备等软硬件支持使隐性课程的表现形式设计有

更丰富的可能性遥开发隐性课程与显性课程形成效果
互补袁不仅契合新时代开放尧灵活的学习模式和学习
者特征袁还为学生提供了多样化的成长机会遥

然而袁在线空间中的隐性课程开发价值当前未得
到国内学界的广泛认识袁现有语境下的野课程开发冶通
常指向显性课程的开发袁涉及在线学习空间和混合学
习空间的隐性课程开发的研究实践更是寥寥无几袁很
难实现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野依据各自的特点袁从不
同的方面袁为形成和谐人格发挥各自作用冶[14]遥

渊三冤开发隐性课程有助于发挥课程协同能力袁实
现学校课程的提质增效

受到课时限制袁学校通过显性课程能向学生传递
的内容比较有限袁利用隐性课程是一种能够在不大幅
度增加课时的前提下袁 实现提质增效的课程实施路
径遥 另外袁数字时代对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关注高阶思
维能力袁如批判性思维尧人际交往能力尧国际视野尧数
字素养等袁仅依靠正式课堂教学难以实现这些能力的
培养袁通过隐性课程利用教师的言传身教尧环境和文
化长期熏陶更适合达成对应的培养目标遥

事实上袁利用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的协同作用将
课程目标拆分实现袁在英美国家的专业技术人员培养
中已经有比较成熟的应用遥国外的教学实践中常将隐
性课程作为促进自我反思尧 培养共情能力的方式袁通
过在专业知识正式课程和医学实习活动中设计隐性

课程袁在相同学时内额外达成了培养医护人员的同理
心和职业道德的培养目标[15]遥 借鉴到我国的课程开发
实践中袁在学科的正式课堂中设计隐性课程同样是实
现素养尧价值观念培养目标的一种有效途径遥 设计隐
性课程有助于赋予学生多样的参与方式袁并且通过多
渠道和贴近生活经验的方式学习有助于消除正式课

程野灌输冶带来的消极影响袁促进学生对概念的理解和
深度学习[16]遥

然而袁在实施过程中袁中小学教师对隐性课程概
念较为陌生袁加之缺少课程开发范式的指导袁容易让
隐性课程开发陷入无计划性尧无形式性尧非正式性和
简单移植性等教条主义或普遍主义窠臼[17]遥

三尧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
构建与阐释

解决本土实践问题是我国隐性课程研究的必然

发展趋势袁 当前隐性课程开发缺乏系统性理论支撑袁
势必会给实践向前推进带来巨大障碍[18]遥 本研究基于
课程开发的一般性范式和对新教育情境下隐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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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范式的特殊性进行分析袁构建隐性课程的开发范
式以支持课程开发工作者和一线教师进行隐性课程

的开发和实施遥
我国基础教育阶段课程实践中显性课程占据主

要地位袁隐性课程通常作为显性课程的补充遥 本研究
基于显性尧隐性课程协同的前提背景袁参照泰勒模式
渊Tyler Model冤的四个基本问题院渊1冤学校应该达成哪
些教育目标钥 渊2冤提供哪些教学内容才能实现这些目
标钥 渊3冤怎样才能有效组织这些教学内容钥 渊4冤我们怎
样才能确定这些目标正在实现钥 [19]袁提出了隐性课程
的开发范式渊如图 1所示冤袁包括确定目标尧匹配内容
和表现形式尧设计实施策略和制定评价方案遥

图 1 隐性课程的开发范式

渊一冤隐性课程目标的确定
隐性课程作为课程的下位概念袁课程开发需要考

虑的一般环节渊如学习者分析尧学习内容分析尧学习需
要分析等冤本文就不再赘述袁主要阐释隐性课程开发
中需要区别于显性课程考虑的环节遥

隐性课程开发的第一个独特环节就是隐性课

程目标的确定袁理想情况下隐性课程和显性课程应
当具有协同补充的关系袁因此袁不能单一地尧割裂地
考量隐性课程目标袁而应根据显隐性课程各自的特
点对总的教学目标进行系统拆分袁确定显性尧隐性
课程分别适合完成的部分遥 对不同类型的课程目标
而言袁拆分方式也有所不同袁本研究基于刘美凤团队
总结出的认知尧动作技能尧情感和人际交往四大学习
目标分类体系[20]袁分析显性课程尧隐性课程学习目标
拆分的原则袁确定具备什么特点的课程目标适合作
为隐性课程目标遥

认知领域目标包括事实性知识尧 概念性知识尧程
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21]袁对事实性知识和概念性知
识而言袁 隐性课程通常是学生通过无意义学习获得
的袁其施加影响的效果受到学生已有经验和对知识的
熟悉程度影响袁因此袁将学生熟悉度较高尧核心度较
低尧难度较低的知识设计在隐性课程中袁而对于抽象尧
难度较大的知识则适合设计到显性课程中实现遥相比

于显性课程袁隐性课程在将知识融入课堂教学尧生活
经验和实践应用方面有独特优势遥 因此袁涉及学习方
法尧学习策略和认知的程序性知识和元认知知识等内
容袁适合设计隐性课程让学生在长期熏陶中加深理解
和掌握袁对显性课程进行补充遥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强调实践性和应用性袁需要在
特定的课外尧社会和生活环境中进行培养的动作技能
领域目标适合作为隐性课程承担的目标袁例如袁餐桌
礼仪尧礼节动作等技能培养在游学尧西餐厅体验等隐
性课程活动中更容易实现遥 另外袁学习难度也决定了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能否通过隐性课程实现袁难度大的
动作技能具有较高的认知负荷袁如游泳技能尧舞蹈技
能等袁需要教师的专业指导袁适合设计成显性课程曰对
于较简单的动作技能袁可以设计为隐性课程袁让学生
在课后自主模仿尧体验和练习遥

情感领域目标中袁较低层级的目标如让学生对某
学科展示兴趣和注意袁可以设计显性课程让教师在课
堂教学过程中实现袁有条件的情况下也可以设计隐性
课程进一步强化遥 涉及价值判断尧价值组织和价值个
性化的情感领域目标往往长期持续不断地施加教育

影响遥 因此袁涉及价值观和理想信念的情感领域目标
设计为隐性课程更为合适遥 例如袁培养学生热爱祖国
和家乡情怀的素质目标难以通过短期的课堂教学实

现袁通过设计隐性课程施加长期的影响渊如教师发挥
榜样作用尧定期举办活动让学生了解家乡文化等冤袁可
以更好地达成情感领域目标遥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与情感领域目标有着相似之

处袁在时间上跨度较长袁在空间上遍布学校的课堂内
外遥 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并非某几个学科的任务袁而
是学生长期与教师尧同伴交流合作形成的结果遥 在显
性课程中袁学生在课堂中与教师交流尧与同伴合作学
习曰在隐性课程中袁学生则拥有更丰富的人际交往形
式袁如演讲尧模拟联合国会议等袁可以培养更多元的人
际交往技能遥由于在不同情境会有不同的人际交往方
式袁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的设计需要结合实践情境袁如
社团尧游学等遥此外袁有的人际交往领域目标需要在特
定的真实情境或模拟场合培养袁课堂环境难以达成效
果需要设计为隐性课程遥

综上所述袁在确定隐性课程目标时袁课程开发者
需要认识到隐性课程在知识学习的效率上相对较

慢袁 更适合意识形态内容和文化相关的隐性知识的
学习的特点袁 从课程总体目标中拆分出隐性课程承
担的目标袁 显性课程尧 隐性课程学习目标拆分原则
渊见表 1冤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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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显性课程尧隐性课程学习目标拆分原则

渊二冤隐性课程表现形式的匹配
不同于显性课程的表现形式主要是在课堂上实

施教学袁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多样袁可以在课堂外通过
校园空间尧班级制度尧课外活动尧社交传媒等多种形式
施加影响遥 即使是相同的隐性课程内容袁也能通过不
同的表现形式实施袁所达成的效果水平不尽相同遥 分
析丰富多样的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并选择与课程目标

和内容适配的表现形式袁是隐性课程开发中的独特环
节遥 特别是在数字时代袁隐性课程表现形式随着技术
的赋能越发丰富袁在线上线下混合空间中如何对隐性
课程的表现形式进行分类袁以及各类隐性课程形式适
合作用于什么样的目标内容是进行隐性课程开发必

须回答的问题遥
在已有的隐性课程开发研究中袁通常基于隐性课

程的要素和性质划分其表现形式[22]袁这种划分方式能
清晰展示隐性课程不同表现形式的特性袁在隐性课程
开发中被广泛使用[23-24]遥本研究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袁
从学习空间系统要素的视角划分隐性课程的一般表

现形式遥 隐性课程作为一种教育影响袁由学习空间中
人尧环境和文化等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产生袁不同要
素之间的作用以多种形式表现出来袁如图 2所示遥

首先是人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遥 环境分为实体
类和非实体类袁 实体环境是学校内围绕教育目的设计
的物质资源及空间布局袁 随着数字技术与教育领域的
深度融合袁 学校的实体环境从线下走向线下线上相结

合袁在线/混合学习空间尧移动学习尧泛在阅读等催生了
新型学习空间和方式袁 扩大了传统学校实体环境的范
畴[25]曰非实体环境是为保障学校教学秩序制定的规章制
度和公约守则遥 因此袁从实体类和非实体类环境出发袁
可以将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分为物质要空间类和制度要
规范类遥人和文化相互作用产生各种行为袁是行为要活
动类表现形式遥 文化和环境相互作用形成学校的文化
氛围和风气观念袁这一类是文化要心理类表现形式遥

图 2 校园系统各要素相互作用

1. 认知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认知领域目标对应的课程内容体量较大袁 需要学

生通过查阅资料尧观看视频等方式来获取知识袁因此袁
适合采用物质要空间类的表现形式袁如线下的图书尧板
报袁线上的视频尧博客尧科普资源等袁这类表现形式能传
递大量事实性和概念性知识遥 随着新兴技术的涌现袁丰
富的音视频尧动画尧教育游戏等具有直观和趣味性强的
特点袁不仅能传递概念和知识袁还能在激发好奇心和维
持学习动机方面卓有成效[26]遥 同时袁还可设计行为要活
动类的校内尧校外活动袁促使学生关注并学习有关内容遥

2.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动作技能领域目标大部分需要在实践中达成袁课

堂只能达成渊或模拟达成冤一小部分遥 因此袁若将其设
计成隐性课程袁行为要活动层面的校内尧校外活动形
式更为适配遥在活动过程中需设计多样的交互和实践
机会袁尤其是校外活动中袁让学生在真实情境中培养
动作技能遥 例如袁野学习餐桌礼仪冶目标对应的课程内
容可以安排学生在聚餐的真实情境中袁 观察亲人尧朋
友的用餐动作进行学习遥 此外袁可以引导学生利用社
交网络进行分布式学习袁与世界各地的网友交流可以
比较直观地感受到世界各地餐桌礼仪的动作特点遥

3. 情感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情感领域目标需要在知识的学习尧技能的培养和

生活的体验中实现遥 因此袁情感领域目标在设计过程

目标类别 划分依据 显性课程 隐性课程

认知领域

目标

事实性知识

概念性知识

陌生的知识

核心的知识

难度较大的知识

熟悉的知识

非核心的知识

难度较小的知识

程序性知识

元认知知识
姨

动作技能

领域目标

课内外场合

均可
难度较大

难度较小渊复习
或反复练习冤

特定课外尧社
会尧生活的真实
或模拟场合

姨

情感领域

目标

人际交往

领域目标

课内外场合

均可
姨 姨

特定课外尧社
会尧生活的真实
或模拟场合

姨

短期课堂实现

需要长期影响

实现

姨 姨

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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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可以采取多样化的隐性课程形式院物质要空间类表
现形式袁让学生在使用硬件设施和软性资源过程中生
发情感遥例如袁中秋节装饰教室尧引导学生关注互联网
空间中的节日元素设计袁可以激发学生共情袁感受中
秋文化的魅力曰行为要活动类表现形式袁通过课堂的
潜移默化尧体验校内外活动袁可以促使学生产生相应
的情感袁例如袁组织学生参与元宵灯会袁通过真实的参
与和体验令学生野动情冶曰文化要心理类表现形式袁校
风尧班风尧教师风格尧领导风格尧人际互动等多方面均
可以诱发学生对情感的体悟遥

4.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内容与表现形式匹配
人际交往领域目标需要在生活实践和人际交互

中培养袁文化要心理层面的学生与教师及同伴之间的
交流尧 合作过程本身是一种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过
程遥此外袁行为要活动层面的校内尧校外活动表现形式
也适合通过多方的交流和协调袁培养和发展学生的人
际交往能力遥 例如袁让学生参与志愿服务尧充当校园开
放日的讲解员等活动袁 有助于培养学生与人友善沟通
协作的能力遥 当代中小学生的相当一部分人际交往行
为发生在互联网空间中袁因此袁隐性课程表现形式设计
中有必要考虑到创设对应的在线的人际交往场景袁这
类在线的交互活动是随着社会信息化程度加深而出现

的新型隐性课程表现形式袁 例如袁 学生通过语音尧文
字尧画面多种媒体形式袁在线用英语向国外合作学校
的学生介绍自己的母校遥

表 2 隐性课程目标与表现形式匹配

需要注意的是袁有些形式的如校内尧校外活动的安
排需要相关的制度规范作支撑袁隐性课程与学习内容并
非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袁如制度要规范尧文化要心理类
的表现形式等未必针对特定学习内容袁但是它仍属于隐
性课程的范畴袁需要在隐性课程的设计中进行考量遥

综上所述袁不同目标领域可以应用的隐性课程表
现形式类型和部分举例见表 2袁当然袁隐性课程目标
实现可以通过多种类型表现形式共同实现袁此处罗列
主要为教学工作者选取表现形式提供参考遥

渊三冤隐性课程实施策略的设计
在选择恰当的隐性课程表现形式后袁需要设计具

体的课程实施方案遥与显性课程明确清晰的课程阶段
流程不同袁隐性课程的实施是长期的尧潜移默化的袁并
且以行为要活动尧物质要空间尧文化要心理和制度要
规范等不同形式呈现袁难以进行明确的阶段划分遥 因
此袁为了方便设计实施方案袁可以通过学习关键节点
对隐性课程实施过程进行粗略划分遥

1. 隐性课程的学习准备
隐性课程实施过程的第一个关键节点是隐性课

程的学习准备遥通常教师更关注自己对隐性课程的准
备袁包括方案设计尧资源准备等袁反而会忽略让学生作
好学习准备遥 Nakai和 Guo 特别指出袁隐性课程应当
设计野发布冶渊Distributing冤环节袁即应提醒学生注意隐
性课程的存在袁从而更好地与课程内容相接触[27]遥 在
隐性课程学习准备阶段袁教师应该运用动机激发知识
呈现策略遥 对于行为要活动类表现形式袁需要明确告
知学生活动内容和时间袁 指导学生为活动做准备曰对
于物质要空间类和制度要规范类表现形式袁应提醒学
生设施和校园规范的存在袁 鼓励学生多与设施互动袁
遵守课程相关的制度要求遥

2. 隐性课程实施
做好隐性课程的学习准备后袁可以正式实施隐性

课程遥区别于显性课程袁隐性课程实施中袁教师需要避
免大量讲授和直接干预袁以免将隐性课程变成形式主
义的野显性课程冶遥教师可以对同一知识采取尽量多的
信息传播渠道袁采用尽量多的内容呈现工具袁采用多
主题的分享交流袁 从而增强知识的传播力度和频次袁
让学生不自觉地沉浸在知识的情境中进行学习遥这要
求教师勇于尝试新的信息呈现方式袁突破纸张课本等
媒介袁 充分利用校内实体空间的媒体如校园数字屏
幕尧校园公告宣传栏袁和非实体空间中丰富的数字媒
体条件和资源如网页视频尧数字游戏等袁让学生多渠
道尧多媒介获取信息遥通过多角度观察尧管控隐性课程
实施的进度袁及时提供支持策略也是教师在实施中应

目标领域

认知

领域

物质要
空间类

线下资源如图书尧报纸尧期刊尧板报等
线上资源如音视频尧博客尧动画尧教育游戏等

行为要
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尧社团尧表演尧讲座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尧调研尧游学尧表演等

动作技

能领域

行为要
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尧社团尧表演尧讲座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尧调研尧游学尧表演等
互联网中的活动如观看视频尧分布式学习等

情感

领域

物质要
空间类

硬件设施如校园建筑尧教室装饰等
软性资源如图书尧期刊尧报纸尧板报尧视频等

行为要
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尧社团尧表演尧讲座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尧调研尧游学尧表演等

文化要
心理类

校园风气尧领导风格等
人际互动如师生互动尧生生互动等

人际交

往领域

行为要
活动类

校内活动如比赛尧社团尧表演尧讲座尧游戏等
校外活动如实践尧调研尧游学尧表演等
网络空间中的交往活动等

文化要
心理类

人际互动如师生互动尧生生互动等

表现形式 具体表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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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注意的环节遥
3. 教学效果维持
教学效果的持续性是隐性课程区别于显性课程

的一个独特节点遥除了对课程的学习准备和活动实施
之外袁隐性课程需要考虑如何维持影响效果[27]遥 隐性
课程的一大特点是长期尧 反复地向学生强化影响袁如
校园文化尧校训等袁可以看作贯穿多个学年的隐性课
程袁不断强化对学生的影响遥在隐性课程实施中袁应用
合适的课程教学顺序安排策略袁可以考虑展开其他不
同表现形式的隐性课程来延续同一主题课程的影响袁
如在国画艺术展览后一段时间内举办国画板报大赛袁
加深学生对国画的理解遥 另一方面袁通过空间环境布
局策略也是达到强化之前课程影响的手段之一遥隐性
课程的实施策略设计如图 3所示遥

图 3 隐性课程实施策略

渊四冤隐性课程评价方案的制定
对隐性课程的评价方案制定需要考虑到隐性课程

目标往往是对素养尧态度和价值观念的培养袁这方面的
改变的显现需要更长的时间袁 完全从目标实现这一角
度衡量隐性课程的效果是不合理的[28]遥 另一方面袁隐性
课程旨在通过让学生参与到学习过程中袁 在不自觉中
发生知识尧技能和态度等的改变袁因此袁对隐性课程来
说不仅要关注课程目标实现程度袁学生的认知尧行为和
情感参与度也是反映隐性课程效果的重要指标[29]遥

当代信息技术的支持为隐性课程的评价提供了

丰富的工具手段袁赋予了教师更准确把控学习过程的
能力遥 在线学习平台尧自我报告问卷等工具能报告学
习者在论坛中交互情况尧浏览电子资源的次数和时长
等袁准确反映学生的多维度参与遥 丰富的数据收集和
分析技术支持下的隐性课程评价袁缓解了隐性课程难
以被观测和教师需要了解课程实施过程并进行调整

干预的矛盾遥

四尧教育综合改革背景下隐性课程的实施路径

渊一冤遵循全面育人目标袁形成整体性课程规划
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改革价值观念转向学生核心素

养培育袁学校课程的组织方式也必然随之变化[30]遥 学
校在开发和实施隐性课程时袁 需要遵循全面育人目
标袁 对显性课程和隐性课程进行整体性的课程规划遥
显性课程在培养知识尧能力的同时袁也提供了相应的

知识基础和具体情境袁为施加隐性课程影响提供必要
条件遥例如袁野热爱自然冶品质的培养袁要求学生至少要
在数学尧科学等学科中对野自然冶形成了初步认识袁才
能再通过教师言传身教尧线上线下环境影响尧群体文
化氛围等隐性课程表现形式施加进一步影响遥
整体性课程规划横向来看袁 要充分利用不同学科

的情境和知识提升隐性课程的效果曰纵向来看袁需要
考虑从低年级到高年级长期潜移默化地加深隐性课

程的影响遥尽管隐性课程对学生而言是无意识地受到
影响袁但课程设计者和实施者应当有所意识并与其他
学科教师和学校营造的文化与环境形成协同袁提高隐
性课程的效果遥从这个角度来说袁学校课程的组织方式
从学科间彼此孤立走向跨学科课程联合有其必然性袁
不仅是从学科知识关联解决实际问题袁 在树立学生正
确价值观和发展良好品质素养的角度来看形成整体性

的课程规划能更好地发挥隐性课程的实施效果遥
渊二冤顺应教育数字化转型趋势袁开发隐性课程新

形式

在数字化转型的趋势下袁 隐性课程开发必须考虑
如何充分利用技术手段丰富隐性课程的内容和形式袁
以适应数字时代学习者的学习偏好并取得更好的效

果遥利用新兴的潜在教育空间和智能技术开发隐性课
程袁能与显性课程形成合力增强教学效果遥 从校内资
源看袁学校的智慧教室和在线云平台等技术袁拓宽了
隐性课程施加影响的范围袁为隐性课程的实施提供了
更多的灵活性和可能性遥利用智能教室空间和校内学
生论坛空间设计隐性课程袁能发展学生的数字技能和
线上的人际交往能力等数字时代的重要素养遥 此外袁
互联网空间中开放着很多潜在的隐性课程资源袁除了
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等提供的专门教育资源外袁
也有非教育领域的知识生成袁旅行 Vlog尧职业生活分
享等内容可以在被教师加工处理后成为让学生了解

祖国河山和培养正确敬业精神等隐性课程目标的新

隐性课程形式遥基于虚拟技术的线上野数字博物馆冶已
经成为当代非正式学习的新形式之一袁学习者可以通
过虚拟现实渊VR冤和增强现实渊AR冤技术沉浸在真实感
十足的情境中袁获得身临其境的体验遥 增强学习的趣
味性和参与度的同时袁潜移默化中塑造学生的价值观
和行为规范遥新时代的隐性课程实施要求实施者要充
分利用当代的丰富资源和技术手段袁发掘隐性课程新
形式对突破原有的隐性课程的不足遥

渊三冤提供工具与脚手架支持袁增强教师隐性课程
实施能力

隐性课程的实施落地有赖于教师的引导和组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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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Environmental changes brought about by technological progress present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for talent cultivation.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 strengthening the
integration of explicit and hidden curriculum is essential for developing students' higher-order thinking,
literacy, and values. Combining the research on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with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 reform, it is found that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s of great value in
realizing the goal of talent literacy, fitting the learning mode in the digital era, and synergizing with explicit
curriculum. Based on the general paradigm of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nd an analysis of the specif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contemporary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aradigm, the study constructs a hidde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paradigm in the context of comprehensive educational reform. This paradigm
includes the determination of hidden curriculum objectives, the alignment with manifestation forms, the
design of implementation strategies, and the formulation of evaluation protocols. Addressing the current
research gap, the study emphasizes the need to leverage new resources and technological tools in developing
hidden curricula. Furthermore, an implementation pathway featuring holistic curriculum planning,
development of innovative hidden curriculum formats, and scaffolded tools for teachers is proposed.

[Keywords] Hidden Curriculum; New Curriculum Program; Technology Empowerment; Curriculum
Development; Curriculum Syner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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