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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评

教师课程观至关重要
———评苏强的 《教师课程观研究》

吕　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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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一次 又 一 次 证 明，教 育 改 革 的 成 败 得

失主要取决于四大要素：理念更新是前提；课程

教学是 核 心；教 师 队 伍 是 关 键；考 试 评 价 是 导

向。世纪之交以来的课程改革，实际上是一场广

义的教 育 改 革。教 师 在 课 程 改 革 中 的 理 念、态

度、行为和表现，无不取决于他们的课程观。教

师的课程观，直接关系到课程改革以及一系列教

育教学改革能否达到预期目标，或者能在多大程

度上达到预期目标。近年来，教师课程 观 研 究，
与以往相比逐渐得到重视。然而，教师课程观究

竟包括哪些含义；我国中小学教师课程观的整体

形态与结构特点究竟如何；教师课程观与学校课

程建设 （包括课程设计、课程实施、课 程 管 理、
课程评价等方面）之间有什么关系；以及它对教

师个体和团队的意义，对学校发展的作用，乃至

对整个教育改革的影响，并非每个教师和教育工

作者都已经正确认识和深刻理解。
苏强的专著 《教师课程观研究》 （中国社会

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版），紧紧抓住教师课程观

问题，以提高教师专业能力、深化课程改革为目

标，用自行设计的量表，对我国１７个省 （直 辖

市、自治区）１７００位 中 小 学 教 师 的 课 程 观 进 行

了广泛调查和深入研究，探讨了中小学教师课程

观的总 体 状 况、构 成 特 点 及 形 成 历 程 等 相 关 问

题，形成了我国中小学教师课程观的理论架构，
并在实证调查基础上针对课程观实践转化中的异

化问题提出了解决策略，进而勾勒出未来课程观

的发展愿景。

本书具有以下三个主要特点。其一，作者根

据我国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和文化特征，在理论

分析和实证调查的基础上，首次界定了我国中小

学教师课程观的六种取向及其内涵，形成了我国

中小学教师课程观的整体架构。“六种取向”的

首创性、独创性值得重视。其二，作者采用覆盖

大范围的量化研究，针对我国不同地区经济社会

的不平衡性，对我国东部地区、中部地区和西部

地区，进行分层抽样，进而对三类区域教师的课

程观形态进行比较分析，揭示了不同区域中小学

教师课程观的构成及特点。同时，将我国中小学

教师的课程观置于国际环境中进行中外教师课程

观的比较研究，探究二者 之 间 的 异 同 及 其 原 因。
这将助推我国教育进一步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
面向未来。其三，在深度访谈的基础上，作者利

用扎根理论透过繁杂的现象揭示了影响中小学教

师课程观形成的因素：教龄、教材、学生、制度、
环境，这些因素最终催生了教师个体独特的课程

观。总之，中小学教师课程观，既有共同性，又

有差异性；既有历史的继承性，又有现实的时代

性；既有相对的稳定性，又有动态的发展性。
日益深化的课程改革要求广大教师建构同改

革理念相适应的课程观，而任何课程观只有转化

为实践行动并改进课程教学、提高教学质量才具

有意义。因此，教师除了明白课程观的内涵与特

点之外，具备将之转化为实践的能力是至关重要

的，也是必不可少的。教师课程观要真正有效地

落实到异彩纷呈的教育活动中，落实到课程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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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尤其是课堂中，落实到课程与教学实践中，落

实到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全体学生身上，就必

须培养和树立发展性课程观。这是本书的一个纲。
纲举目张。发展性课程观含义非常丰富，从

宏观看，大别而言，既可以从时间的维 度 阐 述，
也可以从空间的维度阐述。所谓时间的维度，就

是要处理好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教育从根

本上说是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样的人、怎么样

培养人的事业。它有一个重要特点，如果用通俗

的话作粗略的勾勒就是，今天的人 （教师），用

“昨天”的事 （精心选择和组织人类已有的文明

成果，亦即课程、教材、教学，进行传承，进而

加以创生），培养明天的人或者说培养开创明天

的人 （学生）。 “传 承 过 去，造 就 现 在，开 创 未

来”———悠悠万事，教育为本。进而言之，作为

学校教 育 的 核 心，今 天 的 课 程，就 是 明 天 的 人

才，就是明天的社会。在这里，教师的关键作用

是显而易见的。教师必须用发展性课程观来解决

好滞后性与前瞻性的矛盾，时间的有限性与知识

的无限性的矛盾，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继承借鉴

与开拓创新的关系，处理好教书与育人的关系。
所谓空间的维度，引申古德莱德的说法，就是要

处理好理想课程 （或 曰 专 家 的 课 程）、官 方 课 程

（或曰政府的课程、文件的课程）、领悟课程 （或
曰教师的课程、教材为载体的课程）、运作课程

（或曰课堂的课程、教学所体现的课程）、体验课

程 （或曰学生的课程）之间的关系。它们既是上

位对下位起制约作用的关系，又是下位对上位可

能起反作用的关系。下位课程对上位课程而言，
不可能完全等同，有时会超越，有时会衰减，超

越不见得都好，衰减也不见得都不好，关键看是

否符合自身实际。在这个维度上，教师承上启下

创造性劳动的关键作用同样是显而易见的。教师

对课程改革精神能否真正领悟，或者说领悟得正

确与 否，深 刻 与 否 （真 正 理 解 为 什 么 要 课 程 改

革），能否既出新、又守本 （既明白应当改革什

么、怎么改 革，又 懂 得 必 须 坚 持 什 么、怎 么 坚

持），实在是课程改革能否避免和克服激烈摇摆、
大起大落、过于偏颇的关键，甚至是课程改革成

败的关键。教师若能拥有发展性课程观，就无异

于掌握了处理好上述层层关系的法宝，“不管风

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课程改革稳步健康地

不断深化和升华就有了重要保证。
本书作者以问题为导向，锲而不舍，锐意进

取，近年来科研成果十分丰硕，受到各方面的关

注，令人欣喜。我乐意向广大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

小学教师推荐这本书。相信本书对于广大中小学教

师树立发展性课程观，解决课程观与课程实践 “两
张皮”的问题，进而防止或克服认识上的误区和行

动上的偏颇，具有理论说服力和实践可行性。

（责任编辑：刘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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