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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為了中華民族的復興，為了每位學生的發展」，這既是中國大陸新課程改革

高高舉起的一面鮮亮的旗幟，也是為學校課程更新指明的發展路向。做為國家新課

程改革的領軍人物，鍾啓泉先生在這次教育改革運動的前前後後、陸陸續續發表了

許多視角獨特、影響深遠的專業聲音，這些聲音在今天聽來仍然振聾發聵、如雷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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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令課程人為之震撼，深感肩上的歷史責任重大。前不久，先生將這些已經發表

在國內外學術刊物上的文章集冊出版，書名為《課程的邏輯》。全書分上、下兩

篇，上篇為創新課程文化，下篇為重建課堂教學。透過文章發表的時間順序，以及

文章架構的理論基礎和價值訴求，做為新一代課程學人的我們，從中可以窺探上一

世紀末在中國大陸啓動的這次新課程改革的理論原點與實踐路向選擇。 

貳、課程改革的原點：概念重建 

概念重建主義課程理論是上一世紀1970年代在美國出現的一個課程理論流派，

它是一批不滿於傳統課程理論而試圖對課程領域進行概念重建的學者們的課程觀點

的總稱。概念重建主義者主張課程研究的焦點從課程開發轉移到理解課程現象上

來，它以批判性思維的立場和反思性實踐的視角，在課程研究領域形成一種超越

「科學研究範式」新的「人文研究範式」，在概念重建主義者看來，課程不再是被

視為預先制定的外在於師生的「科學世界」和「學校材料」，而是師生在共同交往

的「生活世界」和教學實踐中生成的「教學事件」。在《課程的邏輯》中，作者從

「知識」概念的重建，「學習」概念的重建和「課堂」概念的重建探討了課程改革

思想原點和理論邏輯，以此做為指明國家新課程改革實踐路向的行動邏輯。其中，

「課堂」概念的重建與課堂文化的轉型做為課程改革的路向選擇，由於在邏輯上具

有內在的一致性，本文將在後文著文闡述。 

一、知識概念的重建 

概念重建的基點是理論批判與實踐反思，概念重建的過程是概念內涵不斷演進

發展的過程，其目標指向課程的內容與社會變遷和人的學習需求的適應。關於「知

識」的概念，作者從行為主義、認知主義和建構主義三種「知識觀」的演變闡述了

知識概念內涵的演進與發展對課程改革和創新的深遠影響和進步意義。在行為主義

看來，「知識是行為的單位，它以系統化的刺激反應連接的集合為其特徵」。因

此，課程的編製在行為主義者眼裡成為如何使得具體的刺激反應的連接得以強化，

教師扮演的是一個通過賞罰行為控制學生行為的管理者角色，學生是接受賞罰的被

動學習者和主動迎合者，教師單向地傳授知識，學生僅僅接受現成的知識而已。 

認知主義認為，知識是以資訊的形式呈現或表徵的，資訊的意義網路結構被稱

為「圖式」。因此，課程的編製著重關注在資訊處理過程中，教師如何培養學生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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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概念、掌握推理與問題解決的能力，並且強調，學生的智力好奇心與興趣之類的

內發性動機，有助於知識的意義網路結構的形成。 

建構主義認為，知識是在每一個人遭遇周圍世界的交往之中加以把握的。一方

面，個體建構知識意義的過程是一種「參與溝通」和「文化實踐」的過程，是個人

經由主體經驗來建構外在世界知識的，知識被稱為個體對其經驗的理解與意義化；

另一方面，強調社會文化是人類心智發展建構的主要動力，以及社會文化的內化與

語言符號的影響所構成的情境脈絡對兒童建構能力的重要性。因此，知識乃是經由

個體與社會的互動，以及個人通過適應與發展而逐漸建構起來的。學校課程編製的

關鍵是創設一種基於實踐溝通的學習情境，在這種知識習得的概念之下，學生借助

每一個人所參與的溝通實踐來促進學習，成為積極的知識建構者，教師僅僅扮演了

學生學習的向導與溝通實踐的參與者角色。此外，在知識習得過程中，夥伴的作用

十分重要，學生的夥伴是知識習得的重要共同建構者。由此可見，人類對知識的理

解有一個認識發展的過程，而處於現場的我們只能一步一步逼近人類知識的真實。

人類對世界的認識不僅是一個由外到內的內化和反應過程，還是一個通過主體調節

和意義建構對環境做出積極回應的互動結果。 

二、學習概念的重建 

一般心理學認為，學習是通過經驗，在行為、技能、能力、態度、性格、興

趣、知識、理解等方面產生持續變化的過程。從行為主義、認知主義到建構主義，

學習概念的內涵經歷了一系列變化，從關注外部行為的條件到關注內部心理的作

用，再到關注人的心理與環境通過連接與互動建立的交互作用機制，體現了「學習

即行為的變化」的內涵。 

對於一貫重視學習主體經驗的人文主義心理學而言，學習的本質在於意義，這

種意義分為社會意義和個人意義兩種。尤其是個人意義受到特別重視。所謂的個人

意義，就是對於種種事務與觀念的體現個體自身特色關係的發現。因此，「意義不

是由書籍和教師等外部權威賦予的，而是借助學習者自身引出的」（鍾啓泉，

2008：74）。於是，學習被定義為個人意義的發現或是社會意義在主體中意義的形

成。 

一般認為，心智以兩種方式發揮作用：一是實質性思考，運用語言、文字、圖

像等理解世界；二是外在的操作行為，在運算、書寫、行動之中把握世界。而在

「覺醒說」看來，在實質性思考（知）和外在操作行為（行）之間還存在一個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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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感悟（洞察）。 

 

感悟是基於高度的注意力帶來的、同客觀世界直接接觸時的感覺，這種感覺意

味著原先的解說圖式被打破了，「我」與客觀世界的關係發生了根本性的變

化。（鍾啓泉，2008：75） 

 

在學習過程中，學生之所以可以發現知識，並且認識到所發現的知識是真實

的，是由於能動地形成了或者整合了個人的經驗。在個人的經驗裡，「我們所能夠

知道的，比能夠說的更多」。所謂的「知識」，總是包含了理論知識和實踐知識兩

個方面。前者關注「知道是什麼」（knowing what），後者關注「知道如何做」

（knowing how）。如果學習者即便明確了概念，但並不明確概念與學生自身的關

係，概念就不會影響該學生的行為。對此作者強調，由「知」化「行」是極其繁難

的。 

此外，作者還從課堂教學的微觀層面，以及文化視野的宏觀視角提出了「學習

即智慧的對話」和「學習即文化性實踐」的理論命題，對「學習」的概念進行了深

刻的理論批判和實踐反思，深刻地揭示了「課程即對話」這一命題的本質，為國家

新課程改革目標的確立和落實奠定堅實的理論基礎，為學校課程變革與發展提供了

可能的實踐路向選擇。 

參、課程改革的路向：文化轉型 

課程改革的本質是一場文化思想運動。這場運動的面上鋪開和深入推進必然會

對學校教育的各個層面產生深遠的影響，尤其是在某種程度上，為當下學校課程文

化轉型、教師課堂教學行為改進，以及學生學習方式的轉變提供理論支援和思想啓

蒙。 

一、學校課程文化的轉型 

在世界華人社區以及當下大陸的中小學校，無不存在一種基於分數膜拜的，以

應試主義主導的學校文化範型。這種「一切為了應試」以追求分數GDP為最高目的

的學校課程危機，「使得學校異化、課堂異化、師生人格異化」（鍾啓泉，2008：

27），學校成為「奴役學生、摧殘人才」的考試工廠。在此，教育使命和課程魅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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蕩然無存。因此，作者在「創建富有個性的學校文化」的主題中，闡述了學校課程

文化轉型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當下學校教育的分數異化導致了學校文化的貧困，也導致了學校個性的缺失。

作者為此深感憂慮，十分擔心由於學校個性或特色的缺失可能帶來的兩個全局性問

題。一是在宏觀層面已經制度化的「反對話文化」在學校中佔據優勢地位，窒息了

學校教師專業自主發展的空間；二是在微觀層面形成的繁、難、偏、舊的課程文化

製造了大量的游離於現實生活的、難以應變的「差生」，壓抑了學生個性的發展。

因此，學校課程文化的轉型、再生和創新成為當下學校走出困境、轉危為安的實踐

路向選擇。 

學校是學生有意義學習發生的地方。學校課程文化的重建和再生是一個課程價

值重估、建立課程信念和教學管理規範的過程；是一個變「灌輸中心教學」為「對

話中心教學」；變「專制獨裁關係」為「平等合作關係」；變「資源壟斷關係」為

「資源分享關係」的過程（歐用生、楊慧文，1998：1-20）。這一轉型不僅僅帶來

課程觀念和課程思維方式的轉變，而且有助於課程實施的制度環境完成由「單位

制」走向「課程共同體」的轉型，從而使得民主、關心、平等、合作、共贏的核心

價值回歸學習共同體中，共同參與學校課程文化的再生、重建和創新過程。為了增

進讀者對課程文化轉型的理解，作者專門以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設計、開發與實施

為例，特別對這一課程範例在學校教育實踐中的含義、價值、誤區、實質、潛力與

問題，進行了詳盡的梳理與細緻地回答。 

二、課堂教學文化的轉型 

儘管《課程的邏輯》全書只有上下篇，但是作者在下篇卻傾其全力，從教學思

維的轉型、教學規範的轉型、教學評價的轉型三個層面力主重建學校課堂教學，試

圖改變當下學生「存儲式」的接受學習方式、教師獨白的反對話課堂，以及基於目

標取向的教學評價方式的局限性、單向性和機械性。 

針對傳統課堂教學模式的「記憶型」特徵，作者力主重建「思維型」的課堂教

學文化。這種「思維文化」的創造需要教師在組織教學中重視知識來源的合理性、

有意義接受學習、探究學習和反躬自問的教學價值。其中，在考察知識來源的合理

性時，有兩個維度需要關注，一方面，如果學生一味地絕對服從教師和書本之類的

知識權威，往往降低了自身努力的需要，在這種場合，學生要知道「誰」在「哪

裡」說了什麼；另一方面，如果回到知識的源泉—— 現象和事實本身，面對事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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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事求是地以實證的態度理解事物本身，謂之「合理主義態度」，在這種場合，重

要的是學生要「怎樣」理解「什麼」。除此之外，教師課堂教學中所傳授的知識一

旦在學生的認知中成為「有意義」的要素加以結構化，這種向學生提示知識的整體

形象的方式，對於學生經驗的生長和改造勝過死記硬背。如果教師不向學生提示知

識的整體形象，而讓學生自身思考局部知識，這類探究學習方式有助於鼓勵學生主

動思考問題、發現事實與法則。同時，它是批判性思維的有效教學方式。當然，批

判性思維教學要求教師和學生在教學過程中客觀地、冷靜地審視自己的思維過程，

及時修正錯誤。而且必須清醒地認識到，任何個體都只是某種程度上的批判性思維

者。 

在傳統的課堂教學中，以講臺為中心舉行的師生問答儀式完全壟斷在教師預先

設定的溝通框架中，而源於學生的問題與提問的對話，幾乎是不能為教師所容忍和

接納。這一教學溝通規範當遭遇「以學生為中心的教學」的挑戰和壓力時，如何理

性地回答與把握課堂教學中教師的指導性角色、學生的自主性與師生矛盾關係的本

質成為重建教學規範的基本問題意識。 

教學評價是對學生學習質量進行有效評估的教育測量技術。現行的評價方式主

要以紙筆測驗分數為依據，以記憶與理解為中心，以評價結果做為解釋學生整體發

展的惟一合法性資料，完全忽視了學生的情意發展與健康人格養成，因此，教學評

價的轉型事關教育目標的方向性問題—— 學生的全面發展。在〈「教學評價」議〉

一文中，作者對教學評價轉型的可能方向逐一進行了闡釋，對「評價無用論」、

「評價有害論」與學生的創造性培養和「應試教育」的極端批判進行了深刻反思，

加深和拓展了教學評價的真義：教學評價的目的不是為了證明（prove）誰優秀，

而是為了改進（improve）師生教學活動的質量。 

三、學生學習文化的轉型 

一部教學發展史，無非是「系統學習」與「問題解決學習」此消彼長的歷史。

傳統教學中以知識傳遞為特徵的「輸入－ 產出」學習模式加劇了現行學校課程的三

個「斷層」：現行課程與社會、經濟、文化的斷層；現行課程與學生身心發展的斷

層；現行課程與現代學科發展的斷層（鍾啓泉，2008：127）。而以知識建構為特

徵的「情境－意義－建構」主動學習模式成為「問題解決學習」的生命線。這裡所

謂的「學習」是學習者通過與客觀世界對話、與他人對話、與自身對話，從而形成

「認知性實踐」、「社會性實踐」、「倫理性實踐」的「三位一體」的過程（引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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鍾啓泉，2008：127）。而與「問題解決學習」在內涵上同一的「研究性學習」，

被作者認為是一場顛覆傳統學習方式的課程文化革命。 

在闡述研究性學習的內涵、方式和意義時，作者提出了四個重要命題：首先，

研究性學習是一種「問題解決學習」，「問題解決學習」的特質體現在四個方面，

一是開放式問題，二是真實性情境，三是漸進式解決，四是發展性評價；其次，研

究性學習是一種跨學科的綜合實踐活動，其最大的特質就是「跨學科性」，由此可

以看出，研究性學習與綜合實踐活動兩個概念在內涵和外延上具有同一性；第三，

研究性學習是一種基於學習資源的開放式學習；第四，研究性學習的實施是「課程

文化」的一場革命，為了避免出現誤解，作者強調，「研究性學習」與「探究學

習」是同義詞，並對時下學界出現的一些容易混淆視聽的、類似「探究學習」的概

念炒作提出了批評。如果作者能夠進一步對研究性學習、探究學習、綜合實踐活

動、綜合學習，以及「學習課題」從國別比較、術語翻譯、主要內涵和課程實踐操

作等層面進行詳盡地比較和分析，對意義相同的概念在全書統一名稱，這樣可能會

使社會各界人士和普通民衆能夠更多的了解和理解本次課程改革的主張，以及關於

學習文化轉型的背景、價值與意義。 

肆、課程人的責任：社會擔當 

由於課程改革的本質是一場思想文化運動，因此，課程改革的過程必然充滿新

舊觀念的碰撞、課程變革路向選擇的多樣，從而引發多元聲音的交響。但是，做為

知識分子的課程人，在遭遇教育理想與現實、學生當下與未來，以及個人的責任與

擔當形成的張力所構成的一種歷史使命感時，如何利用公共平臺理性地表達專業聲

音，這不僅是課程人的專業能力問題，更是涉及與課程人的道德良知和專業理想相

關的道義承擔問題。 

隨著國家新課程改革的面上鋪開和全面推進，各個層面的問題開始逐漸顯現出

來。在學界出現了一場關於課程改革方向大是大非的「鍾王之爭」（王策三，

2004：3，2006；鍾啓泉、有寶華，2004；鍾啓泉，2005a，2005b）。本來在一個

正常的社會，理性、規範的學術爭鳴有助於真實問題的分析和解決，從而更進一步

促進學術的發展。但是值得一提的是，繼「鍾王之爭」發生之後，在相當一部分參

與爭鳴的學人中出現了一種以「圈子」意識取代「公共」意識的傾向，甚至在網路

上出現了人身攻擊和謾駡。可想而知，做為本輪新課程改革的發起者和領頭人，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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啓泉先生在此時面臨何等巨大的精神壓力，但是當面對公衆時他卻保持極度的寬

容：只要不涉及與課程改革大方向相背離的言論，他堅持「怎麼言說都行」的大度

和包容，並認真地傾聽各界的聲音，積極地進行深刻地自我反思和理論批判，而且

及時做出專業回應。但是，對於一些隨意置換歷史語境的論者，他們以當下中小學

校「應試教育」愈演愈烈的現實做為攻擊新課程改革的方向性失誤的合理性依據，

在如此大是大非問題面前，他以「民主、對話、合作、關心、共贏」等普世價值捍

衛自己的教育信念，從知識、學習、課堂教學的概念重建和學校課程文化轉型闡述

了新課程改革的理論邏輯原點和行動邏輯方向，並為我們展示了中國大陸未來課程

改革實踐路向選擇的美好願景。 

事實上，課程改革絕對不是單純的一場針對學校課程內容的增增減減的簡單加

減法運算，而是自始至終與政治、經濟、文化構成的社會變革交織在一起，目的在

於通過與社會變革的良性互動實現對學校文化的深度改造，最終促進兒童做為整體

意義上的人的全面發展。在社會變革中最為核心的是政治體制改革問題。如果缺席

了以民主法治構建的基本政治體制框架的制度性保障，那麼，任何改革要取得實質

性的成功都是不可能的。這不是我們為當下國家課程改革遭遇困境把脈時尋求藉

口，而恰恰是，這已成為世界各國成功改革的經驗與共識。因為現代政治文明不僅

僅規範了各方權利主體表達利益訴求的基本方式，更重要的是它的運作機制已經向

整個社會清楚明瞭地傳遞，並表明權利主體在爭取本方利益時應該恪守的基本信念

和必須遵守的遊戲規則。這是一種基於理性、不能輕易被人隨意改變的約束機制。 

因此，正是在這種意義上，在課程改革不斷推進的複雜過程中出現種種問題並

不一定就是壞事，恰恰可以為我們呈現和展示真實的問題情境，成為豐富的學術資

源。當歷史再一次賦予新一代的課程學人以責任和使命的擔當之時，做為知識分子

的課程人必然會與課程改革一起抛入公共視域，這是一條艱難曲折的變革、求索、

創新之路。 

這是歷史的召喚，也是課程人實現教育理想之夢的道義承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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