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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教育课程的学习文化本性

教育作为人的特定的活动,自然也就成为一种特殊的文化,课程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

优化活动”,课程内容就是“教育化的文化”,是在知识逻辑和儿童心理发展逻辑统一的基础上,为达到预期目标

而形成的结构化序列。这样,“课程作为文化”的基本价值得以确立。
随着“课程作为文化”主体性价值的确立,学习化课程也就应运而生。学习化课程不再仅仅局限于作为外

在文化的载体,而更主要地表现为儿童与环境互动的经验。由此，课程在教育情境之中建立起了经验与自然、
有机体与环境的连续体。在学习化课程文化主体性的彰显之下,“学”成为整个课程和教育的中心,“教”通过对

学习情境的建构为学服务,学是与学习情境互动过程中通过体验和反思性实践而进行着知识的建构、经验的

形成和意义的生成。学生在上述意义下的和谐发展与成长的学习生活就成为整个课程的中心与重心,同时也

是课程的核心价值所在。

基于个体和谐发展的课程价值取向

基础教育课程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为学生的终身学习和可持续发展奠基。基础教育课程应该在促进

学生个体协调发展和自身与环境、社会协调发展目标上发挥自己的作用。这样的课程需要超越知识技能的

传授,在知识技能获得与形成的基础上逐渐导向着眼于个体、自然、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品质。学会学习、学
会做人、学会做事就成为极其重要的目标。对学生的素养培养也就可以着眼于基本素养和生成性素养两个

方面,前者是课程的基本标准和基本要求,在于将学生培养成完整而健康的人;后者是学习个性化的体现,指
学生潜能和特长的充分发展,特别是指创造性（创造性素质、能力和需求）的充分发展。这两方面素养的协

调发展是学生发展的共性与个性、多样性与深刻性的统一,也是个体与社会协调发展的统一。这就是基础

教育中个体和谐发展的真谛。

基于群体均衡发展的课程价值取向

当基础教育课程将目光从学生个体性存在转向群体性存在的时候,也就出现了比较与差别。学生个体差

异的存在及其所获得的课程权力、资源与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导致了基础教育发展的不均衡性。但基础教育的

公共性和公益性特征决定了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不仅要面向学生个体的和谐发展, 还要面向所有学生的发

展,以追求发展的均衡性。由此,让每位学生获得平等的发展权成为基础教育核心的价值观念。基于此,基础教

育在群体意义上的和谐发展就是要推进其实现均衡发展。一是应该有同等的学习机会，这是基础教育均衡发

展的起点,即每个学生都应有机会进入学校学习到国家、地方或校本课程。二是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得到公平的

课程资源的支持，如课程目标要面对所有学生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遵循多元的要求；

在课程的组织与实施过程中,教师应给予所有学生平等的关注与帮助；对于在身体、智力等方面有缺陷或在家

庭背景等方面处于弱势的儿童,给予倾斜性的补偿教育和个别化的学习辅导等。三是应该获得相对均衡的学

习结果，指经过课程的学习都能使学生在自身遗传素质所给定的范围内,使其潜能获得最充分的发展,从而最

大限度地获得成长与进步,最大限度地获得成功并达成自我实现。

从课程视角谈基础教育和谐发展
●黄 翔/重庆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40003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