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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基础教育和谐发展最终要通过学校课程落实于人的发展。基于此 ,基础

教育和谐发展包含个体和谐发展与群体均衡发展 ,并反映相应的课程价值。促进基础教

育和谐发展的课程策略涉及物质、制度和意识三个层面 ,即有效开发与均衡配置课程资

源 ;建立上下贯通、职责分明的课程保障制度 ;树立促进学生和谐发展的课程意识和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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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础教育由于自身的基础性与普及性特征 ,

决定了其在实现教育公平、促进社会和谐中的重

要地位和作用。从学校和课堂的层面上来看 ,基

础教育和谐发展最终要通过课程来实现。从课程

运行的现状看 ,其中诸多教育不和谐的问题仍可

归之于课程的不和谐。因此 ,以课程的视角来关

注基础教育和谐发展也就成为必要。

一、基础教育课程的学习文化本性

多年来尽管学者们对课程本质进行了多元化

的探讨 ,然而课程的性质、目标、功能、社会角色、

运作机制等却“就范于某种特定形态社会文化的

霸权话语与规范”① ,根据课程“承载和传承”文化

的先在假设 ,人们把儿童的心理看成是一块“白

板”,作为教育核心存在的教学就是“一种把一切

事物教给一切人类的全部艺术”② ,并且“首先是

教师在学生们自觉与自动的参与之下 ,以知识、技

能和熟练技巧的体系去武装学生的过程”③。课

程成为外在于儿童的知识、技能和熟练技巧的体

系的集合体。在工具与技术理性观念的指导下 ,

课程形成了工具性的课程文化。此时文化成为外

在于人的存在 ,学习就是复制所传输知识的内部

心理过程 ,“知识的传播”成为课程的基本隐喻。

为了提高知识的清晰度 ,实现知识和观念传输的

高效率与高效益 ,课程教学特别强调两点 :一是客

观知识的来源、组织和载体 ;二是知识传输的通道

及其相关因素的控制 ,但以这种课程进行的学习

只能是一种文化囤积式的学习。

课程“承载和传承文化”的基本规范在农业和

工业化社会取得了巨大成功 ,对客观知识的积累、

提高客观知识清晰度并有效组织传输与接受发挥

了极大作用。但随着信息时代的到来 ,知识的属

性及其增长方式都在迅速地改变。学习的主体性

发挥以及高度情境化的运作 ,要求运用新视角超

越课程的工具性文化意义 ,寻求课程文化本体意

义的存在。文化哲学即提供这样的一种视角。

在文化哲学看来 ,人与文化存在着整合与同

一的实质。“文化的实质就是人的自我生命存在

及其活动 ,文化世界的本体就是人的自为的生命

存在”, ④文化在人的活动中得以存在和发展 ,而

人又在创造文化的进程中“成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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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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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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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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课程的角度看 ,基础教育的和谐发展最终

要通过人的和谐发展来实现。人既是个体的存

在 ,也是群体的存在。在课程中 ,其和谐发展的内

涵及要求既有不同的特征 ,又相互关联。

二、基于个体和谐发展的课程价值取向

基础教育课程的实质是学生为达至“成人”而

进行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化活动。而人是自然

生命、社会生命和精神生命的三重存在 ,所以 ,课

程所服务的“成人”既包括作为自然性存在的人 ,

也包括社会性存在的人 ,同时还包括人的自为与

自由存在。

对于课程 ,人的自然性存在在于回答“课程何

以存在”和“课程何以可能”的问题。在基础教育

阶段 ,课程得以实现的基础乃是学生身心发展的

可塑性 ,特别是儿童脑的发育奠定了其学习发展

的基础。教育活动的进行、课程的展开又能有效

地影响人的发展。所以 ,人的自然性存在决定着

课程活动本身、课程活动的展开方向与课程的运

作方式。

对于个体发展而言 ,课程的最终指向或者说

预期的结果更多地带有理想的色彩。因此课程是

一种学习意向。这种学习意向无法通过人的自然

属性来加以界定 ,而更多地取决于人的社会性存

在。人的社会性存在要求课程必须回答这样一个

问题 :“课程服务于儿童未来的成人生活还是现实

的学习生活 ?”对于这个问题的不同答案 ,就产生

了不同的课程模式。课程的理想特性决定了其要

负担起“为未来生活做准备”的责任。但课程所

“预备的将来生活 ,并不是很远的生活 ,是一步步

去过的生活 ,步步都是生活 ,步步都是准备。”⑥所

以课程所蕴涵的学习生活具有强烈的实践性 ,它

将课程的理想价值特性转变为个体发展的现实。

正是在此意义上 ,基础教育课程要求从人的社会

性出发 ,基于学生的现实和未来的需要 ,确定自己

的理想追求。课程所关注的是对“谁的需要”、“何

种需要”、“以何种方式满足需要”、“在多大的程度

上满足了需要”等问题进行反思性追问 ,并在追问

的过程中将外在理想社会中的理想的人之品性与

学生身心发展规律、认知学习机制联系在一起 ,从

而促使学生在与环境的交互作用过程中发育身

体、获得知识、养成人格、建构价值。

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在人的自然存在和社

会存在的基础上 ,利用自我的意识和理性进行反

思、设计与构建 ,永处于不断地否定、创造、建构与

超越活动中。就课程而言 ,自为存在的人虽然在

许多时候也如同其他生物群落一样 ,通过自己的

感受系统和效应系统对生存环境和周围世界做出

直接反应 ,但在更多的时候却是借助自己所创生

的符号系统嵌入到感受系统和效应系统之中 ,从

而对生存环境和周围世界做出间接的反应。因

此 ,作为学习文化的基础教育课程的目的“在根本

上就是人的自我实现 ,是丰满人性的形成 ,是人种

能达到的或个人能达到的最高的发展。说得浅一

些 ,就是帮助人达到他能达到的最佳状态。”⑦于

是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创造性人格与创造能力 ,

理性思维与情感体验、批判性反思与自我监控等

基本素质的养成与和谐发展也就成为基础教育课

程所追求的目标。

基于人的自然存在、社会存在和自为存在 ,课

程所关注的人的素质也就包括对应于人的自然属

性的环境意识与身体发育 ,如身体素质、身体机

能、用脑卫生与大脑开发等 ;对应于人的社会属性

的公民素养与行为规范 ,如公民道德、行为规范、

社交礼仪等 ;对应于人的自为属性的心智素养 ,如

知识、技能、人格、心理健康以及自我计划、自我控

制等。这三大方面的素养奠定了基础教育课程的

基本学习领域。这些素养反映在课程体系之中 ,

可能根据不同的年龄、年级和不同的学习领域 ,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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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过程中的某一个阶段或者某个学习领域会有

所偏向与侧重 ,但就整个基础教育而言 ,在整体上

不容分裂 ,而要追求一种在相互作用基础上的和

谐共生 ,逐步建构起学生内在和谐的身心发展系

统。也正是在此意义上 ,基础教育必须追求学生

个体身心素质全面和谐的发展 ,并构建与这一目

标相适应的课程体系。

在此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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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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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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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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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 ,基础

教育课程必须为每个学生的学习服务 ,而不应该

成为某些学生的特权。“权利平等具有两层含义 :

一方面 ,人人享有的基本权利应该完全平等 ;另一

方面 ,人人享有的非基本权利应该比例平等。”⑧

在这里 ,基本的权利就是指完全由政府提供的课

程学习机会 ,这对每个学生都应该是相同的。非

基本权利则是指学生接受的并非由政府完全承担

的课程学习机会 ,虽然允许差异的出现 ,但在基础

教育阶段 ,差异应该限定在特定范围之内。同等

的课程学习机会在基础教育和谐发展中具有绝对

的意义。

第二 ,在学习过程中应该得到公平的课程资

源的支持。这一问题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其一 ,

课程目标要面对所有学生而不是针对少数学生 ;

其二 ,在课程内容的选择上要遵循多元的要求 ,避

免霸权话语体系与霸权文化的支配 ,以及种种文

化偏见 (民族、性别、地域、城乡、生理状况、家庭背

景以及学习领域或科目等不同所导致的偏见) ;其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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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并在平等的关注之下针

对学生的不同天赋、智力水平、兴趣和爱好 ,提供

适应个性发展的课程资源 ;其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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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五 ,在课程与学习评价中 ,通过过程评价与

结果评价的结合 ,形成性评价与总结性评价结合

的方式 ,对学生的学习给予公平的评价。

第三 ,应该获得相对均衡的学习结果。所谓

相对均衡的学习结果并不是说每个儿童接受课程

的学习都能够达到绝对一致的水平 ,而是指经过

课程的学习都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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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三个方面的均衡发展是平等、差异和补

偿的动态均衡的过程。第一 ,基于基础教育公益

性的要求必须建立起一种平等的观念 ,并在课程

与学习过程中得到体现。第二 ,在现代基础教育

课程的学习中 ,知识的主体建构性、社会性、情境

性、复杂性以及缄默性 ,使得学习成为学习主体在

与具体情境的复杂互动中主动进行意义建构的过

程 ,“学习环境的创设”成为与“知识的建构”紧密

相连的课程隐喻。由此在学习展开的过程之中 ,

—12—



承认个别差异的存在是基础教育和谐发展的客观

基础与前提条件。具有个别差异的不同个体之间

构成了一个学习共同体 ,在这个共同体中 ,既有统

一的要求 ,又有个别的需要 ,这种意义下的课程也

就意味着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达成总体的和谐。

差异为和谐带来生命力 ,但是差异的建设作用只

能是在一定的边界之内才可能实现。超越边界的

差异将会导致整个系统的混乱与崩溃。所以 ,课

程中的统一要求与尊重差异就形成了一对张力。

第三 ,为了实现每个个体潜能最大程度的发挥 ,对

于学习中弱势群体的扶助与补偿教学是基础教育

和谐发展的有效的保证。

然而 ,课程资源的有限性与人的需求的无限

性与多样性永恒的矛盾 ,以及理想和现实的反差

却使得基础教育群体均衡而和谐的发展面临深层

次的困境。⑨课程作为学习化的文化存在 ,在时

间、空间、数量、模式等方面都有着无限发展的可

能。但对于学生的学习 ,即学生个体发展而言 ,在

时间、空间、潜能、条件等方面却受到极大的限制。

就我国的现实来看 ,地区差异、传统的城乡二元结

构的存在与差距的扩大造成了区域之间、城乡之

间教育的失衡。同时 ,社会阶层的新变化 ,富有阶

层 (含极富阶层)与贫穷阶层 (含极贫穷阶层)之间

的差异悬殊 ,导致了我国儿童的教育机会享有出

现反差。⑩由此所带来的各种因素 ———物质生活

条件、父母的教育态度、教育方式、价值观念、语言

类型、智力因素、成就动机、抱负水平、学习环境

等 ———的差异进一步导致了内在的教育分层。今

天的教育就是在分层与均等的张力之中运行的。

四、促进基础教育和谐发展的课程策略

基础教育的性质决定了基础教育课程的核心

在于保障每个儿童的平等受教育权利的实现 ,并

使每个儿童在教育中都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从

而增进社会平等 ,促进社会和谐。在这个意义上 ,

衡量基础教育能否造福于一个国家或民族 ,关键

不在于其能造就出多少杰出人才 ,而在于其能否

使大多数人享受到必要的教育。国家和政府不仅

要通过法律手段对这种基本权利进行分配 ,还必

须通过教育行政管理直接干预这些基本权利的分

配 ,并最终通过学校、教师、教学内容、评价等具体

课程环节和过程 ,从物质、制度和意识三个层面构

筑起一个基础教育和谐发展的保障体系。

(一)物质层面 :均衡配置、有效开发课程资源

基础教育中学生的成长过程 (人的学习和教

育过程)从本质上讲 ,就是他在与环境相互作用中

“向文而化”的过程 ,环境以及物质世界乃是人类

得以存在的最基本的条件。因此 ,获得相应的课

程资源乃是学生最起码的学习权利 ,也是教育和

谐发展的基础。

均衡配置课程资源 ,特别是优质课程资源 ,首

先 ,要加强政府的责任。当教育成为一个最基本

的社会现象时 ,当接受教育成为一个公民的最基

本的生活方式和生命存在时 ,为每个公民提供最

适宜的教育和课程资源也就成为政府最起码的义

务和责任。这里的资源不仅指物质设备和教育经

费 ,也包括合格的师资力量、相应的社会资源等。

但政府对课程资源的投入毕竟是有限的 ,难以满

足丰富多样的个体的需要。因此 ,如何界定政府

在课程资源投入中的责任就显得尤其重要。就当

前的基础教育而言 ,政府的责任首要的不是对优

势学校和优势群体的关照 ,而是要保证公平与均

衡 ,实施对弱势学校和弱势群体的补偿与扶持。

其次 ,要建立学校本位的课程资源开发平台 ,

这是保证个体内在和谐发展和群体均衡发展的基

础。以学校为平台的学习本位的课程资源开发蕴

涵了丰富的学习特性和创新的可能性 ,能够真正

适应情境性和个性化丰富多彩的学习生活 ,为教

师和学生成为资源主体提供空间和现实可能性。

课程资源进入学校从可能的资源转变成现实的课

程资源服务于学习 ,学校作为学生学习生命存在

及其优化活动的主要场域 ,面临着丰富的学习“事

件”和学习“生命冲动”,这正是学习和课程创造力

的源泉。

再次 ,努力促进内生性与外源性课程资源整

合。为了增进课程资源对每个儿童学习生活的适

应性 ,深入研究并激活内生性资源成为必须 ,要充

分研究把握每个学生的身心发展水平、学习特点、

特殊的学习需要、已有的经验和心理认知结构 ,进

而把学生的经验与课程目标和内容统整起来 ;同

时 ,研究选择并整合外源性资源也成为一种重要

工作 ,要研究考察并选择学校、家庭和社区有利于

课程目标的达成和课程内容选择、组织、实施与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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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的各种物质层面、制度层面和心理层面的资源

要素 ,并将其按照哲学的逻辑、知识的逻辑和学生

心理的逻辑统整到学生的课程学习上来。

(二)制度层面 :建立上下贯通、职责分明的课

程保障制度

课程制度包括国家有关课程的法律法规、政

府的课程政策与行政管理的规章制度、学校的制

度化管理措施和教师的教育教学活动规范等。因

此 ,所谓课程制度的建立应该包括上下贯通、职责

分明的四个层面 :一是国家通过法律法规的制定

确保每个公民同等的学习权利和义务 ,以保证学

生课程权利的公平 ;二是政府通过政策的制定和

调整以及课程资源公正的分配制度 ,给每个公民

提供相对均等的学习机会、学习条件和国家与地

方课程的学习内容 ,以保证课程资源配置的公平 ;

三是学校通过客观公正的制度化的管理措施使学

生能够享受到相应的课程资源 ,以保证学生课程

获得的公平 ;四是教师以科学有效的以学生学习

为核心的教育教学活动使每个学生都获得最大程

度的发展与进步 ,以保证学生课程学习质量的公

平。这四个层面的核心是学生的课程学习 ,其目

的是要在制度层面上构筑一个保证每个学生都能

获得成功的课程制度体系。

课程制度还必须保障薄弱学校实现较快的发

展 ,为此 ,政府需要确立一个公正适当的以课程资

源为核心的基础教育阶段学校的最低标准 ,这是

所有学校必须达到的。已经达标的学校 ,政府的

责任转化为评价与监管 ,对没有达标的薄弱学校 ,

政府的责任是扶持 ,是教育扶贫。教育扶贫应该

走发展式的道路 ,即从扶助输血机制转变为促使

其造血机制的生成。

课程制度得以有效实施的另一个关键点是教

师的专业成长与专业发展。教育和谐发展最终要

落实到学生学习层面 ,要落实到每一个学生个体

的发展上。这就要求教师树立学生和谐发展观与

发展权利平等观并以此作为自己教育教学的基本

理念 ,在提升自己能力的基础上创造有利于学生

和谐成长的良好教育环境 ,形成相互激励、教学相

长的师生关系。为此 ,要革新教师培养模式 ,通过

教师专业发展学校、教师合作计划、教师行动研究

等途径 ,全面提高教师的专业素养。

(三)意识层面 :树立促进学生和谐发展的课

程意识和观念

从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实践看 ,正确的课程

观念常常起决定作用。基础教育和谐发展的意识

层面问题涉及每个人对人性的理解、对人的发展

的认识和对教育公正的看法。其核心是全体社会

成员树立起这样一个基本观念 ,即尊重每个个体

作为人的生命存在 ,所有的教育措施都应该公正

地对待每一个人。这种公正的教育意识关注的是

能否为每个个体的发展及其生命活动提供最适宜

的可能的空间、环境以及条件支持 ,每个个体的潜

能能否得到最大程度的发展。为此 ,在课程层面

上当前还需要着重解决的一个问题是构建和谐的

学校人际关系 ,包括教师与弱势学生的关系 ,强势

学生与弱势学生的关系 ,教师与校长的关系 ,教师

与教师的关系 ,教师与家长的关系以及校风等。

树立促进学生和谐发展的意识和观念是正在

推进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希望实现的目标 ,从

课改实践看 ,处理好观念意识与行动的关系也是

值得认真对待的问题。课程变革最终要触及心

灵 ,形成新的思想、观念与方法。在一定意义上

讲 ,教育意识的变革是课程改革取得真正成效的

核心条件和标志。人们通常认为改变一个人的思

想和意识最有效的方法就是进行教育培训 ,首先

从思想和认识上开始 ,进而达成意见的统一 ,然后

再开始行动 ,但与实践相联系的课程改革似乎要

复杂得多。因为某种思想和观念一旦进入人们的

意识 ,成为人们的信仰时 ,便具有强大的惯性和惰

性 ,很容易成为人们性格的重要构成因素。相反 ,

如果通过行动来建立新的思想 ,将会使许多事情

容易得多 ,因此 ,在某种意义上也印证了行动也许

正是改变思想的最有力的武器。

注释 :
①郝德永. 课程与文化 :一个后现代的检视 [ M ] . 北京 :教育

科学出版社 ,2002. 92.

②夸美纽斯. 大教学论[ M ]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4. 3.

③凯洛夫. 教育学[ M] .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3. 10.

④李鹏程. 当代文化哲学沉思[ M ] .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81.

⑤黄甫全.文化哲学视野里的新世纪课程改革远景[ A ]. 超越

与创新———比较教育的理论与实践[ C] .台北 :台湾书店 ,2000. 80.

⑥杜威. 杜威五大讲演 [ M ]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1999.

121. (下转第 42 页)

—32—



Research on La w2based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amination System

Qi n Hong x i a

Abstract : Law2based enrollment examination means the reform of a series of thought and changes of behavior model

in the university enrolment examination. The aim and significance of ruling by law are to stick to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seek the balance among the pluralistic interest , prot ruding the value of supervision and involvement by society and exami2
nees , realizing the t ransformation f rom management to cooperation and service which is the foundation of university en2
rollment examination const ruction. Therefore , it is an inevitable way and realistic choice for realizing university enrolment

examination ruling by law to establish an operational high quality law on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amination which takes

the whole course of enrolment examination into account and plans accordingly and gives consideration to the interest of the

country , society , educational administ rative department s , university and examinees , containing the basic spirit s of ruling

by law.

Key Words : rule by law , examination system , university enrollment examination , examination ruling by law

Author : Qin Hongxia , lecturer and doctoral candidate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ment Research Center , Xiamen

Unversity (Xiamen 361005)

[责任编辑 :杨雅文 ]

(上接第 23 页)
⑦马斯洛. 人性能达的境界 [ M ] .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

1987. 169.

⑧郭元祥 ,对教育公平的理论思考[J ] . 教育研究 ,2000 , (3) .

⑨申仁洪. 基础教育均衡发展[J ] .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

科学版) , 2003 , (2) .

⑩申仁洪 ,黄甫全. 学习化课程资源 :课程资源的价值重构

[J ] . 课程·教材·教法 , 2004 , (7)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 A Curriculum2based Perspective

H uang X i ang

Abstract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will be finally fulfilled to the development of the people

through school curriculum. Hence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contains individual harmonious develop2
ment and group balanced development , reflecting the value of curriculum accordingly. The curriculum strategy of promo2
ting harmonious development of basic education involves three levels : materials , systems and ideology , that is , effective

development and balanced dist ribution of curriculum resources , establishing a supporting system of full communication be2
tween the higher and lower levels with clear definition of the duties incumbent on each person or post , and fostering cur2
riculum consciousness and concept s of student s’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Key Words : basic education , harmonious development , curriculum

Author : Huang Xiang , professor , tutor of doctoral candidates and Vice President of Chongqing Normal Unversity

and Director of Chongqing Research Base for Curriculum and Teaching (Chongqing 400047)

[责任编辑 :许建争 ]

—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