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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從全球化的觀點出發，對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指導思想、內容、管理等諸多方面進行討論，以作出

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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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是近年來的一個熱門辭彙，起初是

經濟領域的辭彙，後來，推而廣之滲透到各個領

域。由此可見，全球化正在影響著人類生活的各個

方面。全球化對於各個學科來說，既可以作為研究

的物件，又可作為研究的背景。這是由全球化本身

所具有的兩重性決定的：一方面，全球化真實的存

在於客觀世界，發生在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產生

了各種不同的衝擊、影響以及相應的不同反應；另

一方面，全球化又是一種觀念，一種意識，它不僅

可以成為人們認識問題的思維方式，而且構成了當

代條件下各個學科進行對話與合作的一個基本前提

（王嘯，2004）。對於教育領域而言，“全球化表

明的是教育資源的全球流動，教育活動受全球趨勢

影響，以及各國應對全球化進程的一種教育現象”

（鄔志輝，2004，29）。因此，我們理應把全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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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入我們的視線，把全球視野作為我們看問題的一

個基本的出發點。

�� !"#$%&'(

近年來，世界各國都進行課程改革，很多國

家都推出了關於課程改革，特別是基礎課程改革

的政策。鑒於這種形勢，我國教育部門對現有課

程進行反思，汲取各國經驗，教育部於2001年 6

月推出了《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下

面就從全球的觀點出發，就這次改革的主要方面

進行分析和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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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關於此次

課程改革指導思想的敘述是，基礎教育課程改革要

以鄧小平同志的關於“教育要面向現代化，面向世

界，面向未來”為指導，全面推動素質教育。

面向現代化，現代化具有現代性，而現代性的

當代狀態就是全球化（王嘯，2002）。教育的現代

化，就現階段而言，就是教育的全球化，具體來

說，就是要總結世界各國的優缺點。面向世界則是

強調教育的包容性，強調中國與世界的相互瞭解、

吸收與接納。面向未來是強調改革的前瞻性，每進

行一次改革，除了要考慮到他是否能解決現階段的

問題，還要充分考慮到這次改革對將來的影響。而

素質教育的提出則是為了適應知識經濟、資訊化、

全球化背景的要求，發揮教育的基礎性作用，提高

國民素質，提高國際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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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世界各國都進行課程改革，都把課程功

能轉變作為首選目標，比如韓國的第七次基礎教

育課程改革，

新課程承載的功能是培養富有健全的人性和

創造性的人。在英國的新課改中，則強調精神、

道德方面的發展。同樣，在中國的新課改中，關

於課程功能的轉變也是必不可少的。體現在課改

綱要的描述是：“改變課程過於注重知識傳授的

傾向，強調形成積極主動的學習態度，使獲得知

識與技能的過程成為學會學習和形成正確價值觀

的過程”。這况強調的是課程功能應從單純的知

識傳授向引導學生學會學習、學會做事轉變。中

國傳統的課堂過於強調認知能力，忽視了創新環

節，而像美國這樣國家的學生卻正好相反，基礎

知識較差，創新能力卻是有目共睹的。此外，國

際21世紀委教育委員會在1995年向聯合國教科文

組織提交的報告指出，“學會學習”是未來社會教

育的四大支柱之一，各級各類學校學生的學習方

式應該是多種多樣的，學校教育的任務之一就是

要培養學生對終身學習的興趣和終身學習的能

力。所以，新的課改裡有這樣的轉變是學習西方

國家的長處，順應教育發展新趨勢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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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關於課程

結構的要求是：課程結構要從整齊劃一走向多樣

化，從分科走向綜合，合理設置課程門類和課時

比例，體現均衡性、綜合性及選擇性。具體而

言，主要有兩方面的措施：一方面減少了課程門

類，加強了課程的綜合性，小學階段以綜合課程

為主，初中實行分科與綜合相結合，在整個義務

教育階段設計了藝術課程，在初中階段設計了理

科綜合課程——科學、文科綜合課程——歷史與

社會；另一方面調整具體科目的比例，比如調低

語文、數學這兩門課的比例，相應地增加綜合實

踐課程和地方課程的比例。這項新的改革措施的

出臺是為了改變現有的課程結構過於強調學科本

位、科目過多、缺乏整合的現狀，適應培養高素

質人材的要求，也是充分參考了一些國家課程結

構改革的結果。比如日本，日本的課程結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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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在原有的“各學科”、“道德”、“特別活動”

之外，增加綜合學習領域，成為與其他三個領域

並行的一個領域。日本的綜合學習領域是通過學

校創造性展開適合地區和學校的綜合的學習，從

學生關注和興趣出發的學習，培養自己學習，自

己思考，主體地判斷、解決問題的能力（方明

生、沈曉敏，2001）。中國的綜合實踐課程就是

借鑒了日本的綜合學習領域後提出的。再比如韓

國，韓國的課程結構調整，除了傳統科目，又添

加了能力活動和特別活動，能力活動由學科能力

活動和創造性能力培養活動組成，特別活動由自

治活動、適應活動、開發活動、服務活動、例行

組織活動組成。經過此番改革，韓國的課程結構

調整使課程結構實現了多樣化（孫啟林、楊全

城，2001）。這一點又與中國的課程結構調整的

思路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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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各國的課改，都十分重視內容的改革。德

國甚至將教材的編著納入憲法，體現國家課程標

準。在編教材時應做到以學生的生活經驗為出發

點，激發學生興趣；通過學生自己的經驗來學習建

構知識；引發學生產生問題；激勵學生想像和思考

等諸多方面。這也是中國傳統的課程內容所欠缺

的。傳統的課程內容多強調知識的掌握，如果善

用，這是中國傳統教育的優點，如果不能夠善用，

誤入歧途，則為弊病，比如，教師不惜氣力在課堂

上拼命地灌輸知識，有時只是為了幫學生應付那些

只可能在考試中出現而生活中永遠不會出現的難

題，這樣就會背離學習知識的目的，把知識魔鬼

化，使學生的興趣大打折扣。所以，中國的課改也

吸取了各國的經驗，力求改變過去基礎教育課程內

容中存在的難、繁、偏、舊的問題，在新課改的

《綱要》中，關於課程內容方面的要求是：精選終

身發展必備基礎知識和基本技能，關注學生的生活

經驗，反映當代科技新成就、新進展，實現教學內

容的現代化。如前所述，現代性的當前狀態是全球

化，現代化的重要特性就是現代性，也就是說，教

學內容的現代化是以全球化為前提的。而現代性的

緣起則要溯及到以人為本的文藝復興時期的理念。

因此，教學內容的現代化也應該是以關注人，注重

人性為特徵的，比如德國以學生生活經驗為出發點

（李其龍、徐斌豔，2001），我國的關注學生生活

經驗都是以此為特徵的。也正因為此，在課程內容

的選擇上，要密切聯繫學生生活、社會和世界的發

展，吸收科技新成就，讓學生的認識與世界發展同

步。另外，在課程內容的呈現方式上，改變了過去

枯燥乏味的陳述，儘量做到形式和形式新穎活潑、

圖文清晰精美、文字優美生動、導語引人入勝，努

力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陳旭遠，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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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課程管理方面，各國的發展趨勢是走向課

程權力分享，國家和地方共同管理課程。比如澳

大利亞，就將學校課程分為統一課程和校本課程

兩種類型，課程委員會、學科顧問委員會負責編

著教材，確定統一課程的基本原則、基本要求、

基本框架。學校校長和學科教師據此挑選教材，

制訂計劃（鍾啟泉、楊明全，2001）。另外，日

韓課程管理方面也有類似的趨勢，如日本在新課

程改革中推進校本課程，韓國在新課改中對中

央、地方和學校承擔的任務作了重新確定。為了

減少長期以來過分集中統一的管理所帶來的不利

影響，順應國際課程管理發展的趨勢，我國新一

次課改的《綱要》中要求：調整現行課程政策，實

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管理制度。三級課

程管理的基本模式是：國家制定課程發展總體規

劃，確定國家課程門類和課時，制定國家課程標

準，宏觀指導課程實施。地方制訂符合不同地區

的課程實施方案，包括地方課程的開發與選用。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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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如，新教材在福建廣東等地推行沿海版，鼓勵

各地編寫鄉土教材，學校在執行國家和地方課程

的同時，開發或選用適合本校特點的課程。這樣

既解決了經濟發展不平衡所帶來的教育的地區差

異和城鄉差異，也充分發揮了學校的能動性。這

樣看來，此次調整力求妥善處理統一性與多樣性

的關係，實現集權與分權的結合，是借鑒西方現

代課程理論並結合本國國情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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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觀世界各國的課程評價，總的趨勢是：從

單一評價走向多元評價，從結果評價走向過程與

結果都參與的評價，而且，越來越重視學生的自

我評價。比如德國課程評價改革的理念是：“多

元化的成績要求與多樣化的成績評價；校內的成

績與校外的成績相結合”（ 鍾啟泉、楊明全，

2001，15）。英國的課程評價分三種類型：“改

善學習的評價、教師對課程學習的評價和國家對

課程學習的評價”（ 鍾啟泉、楊明全， 2001 ，

15）。總結西方國家的經驗，結合本國素質教育

的理念，在新的課改綱要中，提出改變課程評價

過分強調甄別與選拔的功能，提倡促進學生發

展、教師提高和改進教學實踐功能的發展性評

價，使評價能夠促進發展，更有利於中小學生的

教育。這種評價體現了全球化背景下以人為本的

教育理念，更加關注個體的處境和需要，有利於

促進個體最大化的實現自己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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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上述的分析，我們可以發現，此次課改的

指導思想、課程的功能、結構、內容、管理、評價

等方面都有世界其他國家課改的影子，是教育全球

化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但是，辯證唯物主

義要求我們一分為二的看問題，全球化一方面具有

現代性，就與之相對的有後現代性。  “在後現代

主義的理論視野中，現代性是一個不斷被否定和被

責難的概念，幾乎與現代性有關的所有概念，都受

到了後現代主義的無情抨擊”（鄔志輝，2004 ，

54）。由此看來，後現代賦予我們更多的是一種批

判思想，給現代性以理性觀照，讓我們用審視的目

光去對待課程改革。具體地說，在全球化的背景

下，學習其他各國先進的課改思想是一條快捷方

式，對本國課程的發展有積極的意義，但因為各國

的文化背景和教育傳統的不同，如果把外國的東西

全盤拿來，生搬硬套，則會有消極的影響。總的來

說，這次課改是有利的，課程功能從學會知識到學

會學習；課程結構的豐富；課程內容的生活化；課

程管理的分權；課程評價走向多元的、發展性的。

這些轉變有利於全面提高學生的素質。但是，課改

中還有一些不完善的地方，需要進一步的探討和修

正，現列舉如下：

一、 在指導思想方面，強調教育要面向世

界，面向現代化，固然沒錯，但如果因

此忽略了本國的國情和教育傳統，就不

樂觀了。這就像矛盾的普遍性與特殊性

之間的關係。一種範式在一個國家成

功，不一定在所有的國家都成功。成功

與否還得考慮本國的狀況結合實踐中的

探索。

二、 課程結構的調整，借鑒了其他國家的改

革，縮短了傳統科目的課時，增加了許

多原本沒有的科目，但可能會造成我國

學生優勢科目能力的削弱，而新增的科

目又會不會造成學生新增的負擔，這都

是需要認真思考的問題。

三、 課程內容的轉變，是教育人文主義的實

現，關注生活，關注新科技是件好事。

但需要注意的是，新的東西是有極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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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穩定性的，這就需要在教材中，不能

引導學生單一的接受，還要引導學生合

理的批判。

四、 關於課程管理，我國現有的是自己的理

論研究和別國的實踐。但由於各國機構

設置的不同，別國的實踐經驗並不一定

適用於我國，有些問題還有待探索，比

如國家、地方和學校課程所占的比例；

它們在基礎教育中承擔的責任；課程開

發需要哪些機構的參與等。

五、 發展性的評價關注的是學生的發展，無

疑比傳統的應試更為科學，但這樣做的

結果是教師的工作量會增加，如何保證

這種評價的質素，使評價成為教師、學

生、家長共同參與的活動而不是流於形

式，是值得進一步研究和實踐的。

另外，不能不提的是課程功能與考試之間的

矛盾。課程功能可以完成從學會知識到學會學習

的轉變。但是考試的內容仍然是原來的知識，考

試仍然與升學掛漖，那學生和家長自然不能認

同，他們還會想方設法的去學原來的東西，走應

試的老路線，這就需要改革考試的內容，這個問

題也是急需解決的。

從全球視野看中國基礎教育課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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