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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对于课程政策的研究，在近些年来显得有些冷清，其原因是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之间有着十分密
切的关系。
作为课程研究领域，探析一个国家的课程政策，不仅可以从中窥见课程权力的分配现状，而且可以透
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以及为了应对全球化时代的急剧变化在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层面
作出的变通和调适。
因此，对课程政策的不同价值取向进行比较和分析，不仅成为课程政策制定、实施以及评价的理论基
础和依据，而且对于我们研究别国推进课程改革的经验和智慧有所借鉴和启示。
杨燕燕的新著《国外课程改革政策及其价值取向》从保守主义、自由主义、效率主义和生态主义的不
同取向对课程政策的价值合理性依据进行条分缕析。
针对四种不同价值取向的课程政策在不同国家、地区的实施背景和策略选择的差异性，进一步揭示其
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课程政策与课程改革之间复杂的关联性，并阐述了课程政策的价值取向对于学
校课程文化变革策略选择之影响。
对此，我愿意向广大课程工作者推荐该书。
　　保守主义是一种相对于激进主义而言的近现代西方政治思潮。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保守主义有着深厚的哲学思想根基和内在的逻辑原则，它与传统主义有着千丝万
缕的关系，只是不同流派、不同国别的保守主义所维护的传统在性质上存在差异。
比如，英国保守主义所保守的是自由的传统，法国保守主义则要维持旧制度和王朝政治的权威。
因此，英国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不仅不是对立的，相反，二者之间实际上处于一种“外敌内友”的关
系状态。
二者真正的分歧在于保守主义从古典社会伦理秩序看待自由，而自由主义则以个人权利优先作为保障
自由的先决条件。
因此，以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价值取向分析课程政策时，有必要以各国的政治制度和
文化传统作为其背景分析，以更加精准地把握不同国家在确定课程政策时对采纳不同价值取向的课程
政策所显示出来的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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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面对一个日益全球化的社会，每一个国家的课程需要建构社会内聚力和民族认同感，并善于保
护本国的文化遗产。
　　2.面对一个日益复杂化的社会，课程需要重新建构文化、伦理和道德价值。
　　3.在一个竞争日趋激烈的世界里，课程需要关注未来经济状况和国际竞争。
　　4.民主主义是课程政策关注的永恒主题。
　　5.提高所有学生的学业成就依然是许多国家关注的重点。
　　这一对于各国课程改革背景的描述，一方面体现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课程改革是时代对学校教
育提出的要求——21世纪是知识经济初见端倪、国际竞争空前激烈、人类生存和发展面临困境的一个
世纪，同过去在经济、国力增强等方面的社会发展主要依赖于自然资源或物质力量相比，培养具有高
度科学文化素养和人文素养的人，对于21世纪人类的发展有着越来越关键的意义；另一方面，它体现
出这些国家的课程改革都试图纠正之前学校课程所呈现出来的弊端，试图通过课程的变革来提高学校
的育人质量、增强综合国力并实现民族素质的提升。
这也恰恰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些国家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既具有课程改革自身的历史连续性，
又蕴含着社会发展的现实性与前瞻性。
这种现实性与前瞻性表现为蕴含在“教育实践钟摆”之中的“螺旋式的上升运动”，因为“在钟摆每
一回合的摆动里肯定蕴含着新的事物和理念”。
②由于事实上“通过自下而上的策略是无法进行大规模的改革的”③，因此，这些“新的事物和理念
”被集中地体现于自上而下的课程政策之中，从而使课程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各国的基础教育改
革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这些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通过发布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来实施与推进学校
课程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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