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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变革，说到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在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基
础上的一种崭新的课程文化的创造。
在我看来，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事实上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课程改革的基本视点。
　　第一，课程改革需要课程观念与课程体制的同步变革　　课程改革绝不仅仅只是单纯的教科书的
改朝换代，也不只是课程标准与教学大纲之间的一种简单更替，它更需要在课程观念与课程体制两个
层面实现同步的变革。
课程总是在传递一定的价值，代表了一定的价值选择。
课程负载着当今及未来主流文化的价值取向，不可能价值中立。
学校课程的终极价值就是学生作为“整体的人”的发展。
未来不是依赖别人去预设的，而是需要自己去创造的，课程不仅要关注学生的未来，更要关注他们在
学校与教师的共同生活。
课程改革的目的，就是如何更好地关注学生，全心全意地帮助他们成为有政治头脑、有文化基础、有
实践能力、有创新精神、身心健全发展的一代新人。
它给教师的课程实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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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一轮国家基础教育课程变革，说到底，是在经济全球化的视野下，在传承我国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
的一种崭新的课程文化的创造。
教育部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事实上已经为我们展示了课程改革的基本视点。
    第一，课程改革需要课程观念与课程体制的同步变革；    第二，课程改革需要摆脱分科主义的束缚
，推进“课程统整”；    第三，没有课堂教学层面的改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新课程的实施；    第四
，在学校课程体系中确立“课程资源”的概念，为优质教育的创造提供前提条件；    第五，课程改革
为教师发展自己的课程、叙述自己的课程教学故事提供广阔的空间；    课程改革的基本视点，正在成
为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新的重要突破口和生长点，成为迎接21世纪挑战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振兴行
为。
为此，希望通过这套丛书的出版，展示上述基本视点的最新研究成果，引发思考，催生讨论，丰富和
扩展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教师的理论与实践视野，促进新课程的不断深化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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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课程改革需要摆脱分科主义的束缚，推进“课程统整”　　借助“课程统整”，使得学生
学会“统整知识”这是课程改革的重大诉求。
就课程内容的统整来说，新的课程改革采取了三个策略逐步推进，亦即：（1）设置崭新的综合性学
科——品德与生活、品德与社会、科学、历史与社会等；（2）开辟崭新的课程领域——综合实践活
动；（3）倡导在学科教学中改造学生的学习方式。
一个核心的课题就是，如何打破学科之间的界限，以主题导入在问题语境中让学生获得对意义世界的
整体性认识、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促进学生整体人格的健全发展。
课程统整的设计，不能靠教师闭门造车的备课，需要教师团队的合作，而改造学科观是前提条件。
　　什么是“学科”？
“学科”应该是使儿童以人类文化遗产为线索展开对话，培养他们解决现实问题所必需的能力，进而
谋求人的整体发展的教育内容。
我们可以从学科的流动性与综合性两个维度来审视学科，并提出如下的假设：（1）学科是有助于学
生主体活动的教育内容。
（2）学科是注重知识之间整合，谋求人的整体发展的教育内容。
（3）学科的框架是假设性的、流动的。
学科的名称、结构、内容随时代的发展和地域的不同而变化。
（4）各门学科的学习是建立在跨学科的、综合性的学科基础之上的。
软化学科之间的界限势在必行。
　　学校的“课程统整”既是一种课程策略，也可以说是一种课程意识。
它既是一种解构，也是一种建构。
它并没有一套固定的模式，它的品质就是不断地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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