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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学者云集的当代中国教育学界，钟启泉教授以其开阔的理论视野、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鲜明的性
格特征而独树一帜。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启泉教授一直关注两个研究领域：一个是比较教育研究
领域，另一个是课程论研究领域。
围绕这两个领域，他辛勤工作了数十个春秋，其开创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
究基础。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深入挖掘。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我们对其学术观点和理论视角进行了简要勾勒，这些都是访谈
中涉及的基本内容。
　　以开阔的视野关注前沿课题是钟启泉教授多年来一直坚持的学术理念，用他的话来说，就是“国
际视野，本土行动”。
什么是“国际视野，本土行动”呢？
钟启泉教授曾说过：“优质的教育需要国际教育的视野，需要比较教育研究。
比较教育研究曾经为教育改革作出了重要贡献。
优质的教育离不开扎根本土的教育创新，比较教育研究应该直接介入我国的教育改革实践，与教育第
一线的教师们一道进行研究。
”这些话很好地诠释了他对这一理念的理解。
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国际视野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只有具备了国际视野，才能追踪国际教育理论的前
沿课题，借鉴和吸收先进的教育理论和思想；这些理论和思想又反过来滋养本土化的教育研究，为本
土化的教育改革带来启示。
多年来钟启泉教授所关注的学术领域很好地验证了他的这一理念。
例如，他很早就关注国外有关学力问题的讨论，并根据我国国情对学力结构问题进行了探讨，这为我
国素质教育改革的推进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参照。
再如，教育的发展离不开高素质的教师，对此，他引入了教师专业化的理论框架来分析如何促进教师
的专业发展问题。
还有，他积极地把建构主义的思想引入我国的教育研究领域，这对于推进我国的教学创新具有重要的
理论意义。
他敏锐地意识到我国重点校政策存在的问题，对重点校政策进行剖析和批判，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
重点校政策的走向，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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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钟启泉教授专注于课程论研究领域，为我国课程研究的发展作出了奠基性的贡献。
　　在学者云集的当代中国教育学界，钟启泉教授以其开阔的理论视野、深厚的学术造诣和鲜明的性
格特征而独树一帜。
作为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启泉教授一直关注两个研究领域，一个是比较教育研究
领域，另一个是课程论研究领域。
围绕这两个领域，他辛勤工作了数十个春秋，其开创性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奠定了国内这两个领域的研
究基础。
作为一代学术宗师，其丰富的教育思想值得深入挖掘。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他的教育思想，本书运用“对话”这种古老的教育传统，带领读者去追踪钟启
泉教授的教育思想之旅，从而获得智慧的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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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钟启泉，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国著名课程理论专家、比较教育专家。
现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与比
较教育研究所所长，教育部华东师范大学课程研究中心主任。
主要兼职有：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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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上篇　1.　多元智力与课程改革　2.　双语教学的内涵及实践策略　3.　课程领导：从“行政权威”到
“专业权威”　4.　“整体教育”语境中的学校变革　5.　建构主义视野下的教与学　6.　学校文化和
课程文化　7.　后现代课程的理论脉络　8.　批判性思维的教育价值中篇　9.　教师专业化的实践困境
及超越　10.　教学的理论内涵与教学文本的诠释　11.　综合实践活动的理论旨趣与实践价值　12.　
学力理论的发展与新学力观的确立　13.　变革的力量：课程改革的路径与诉求　14.　审视重点校政策
：追问与反思　15.　素质教育的使命与教学革新　16.　知识观的转型与学习概念的重建下篇　17.　
让改革的进行曲更加嘹亮　18.　学校，为造就人性化的教育服务　19.　教育评价的改革理念与实践取
向　20.　国外的教师教育研究及启示　21.　关于实践性知识的探问　22.　英语学科与英语素养　23.
　怎样理解《历史课程标准》　24.　“一纲多本”：教育民主的体现　25.　关于教科书政策的访谈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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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上篇　　3.课程领导：从“行政权威”到“专业权威”　　杨明全：我们知道，在推进课程改革
的过程中，学校是实施国家课程改革的最基层单位。
学校如何有效地组织人力、物力和财力来落实新课程的举措，这对于实现改革目标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
在国内外学术界，有关这方面的讨论有两个重要的术语：一个是“课程管理”，另一个是“课程领导
”。
从课程管理到课程领导代表了一种新的转型。
在课程改革的过程中，学校的领导尤其是校长应该如何转变领导和管理的职能呢?　　钟启泉：“课程
管理”的术语其实是比较陈旧的，新近在美国多用“课程领导”一词。
这个术语之所以“新”，主要表现为它意在摆脱历来的“管理”模式，即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的“监
控”、“管制”。
也就是说，改变学校接受上级行政部门的指令之后才开始围绕学校的课程展开活动和运作的作法，改
变行政和管理是由学校的外部因素提供驱动力的观念。
从根本上改变这种模式，学校就必须强调诉诸自身的创意与创造力，自律地、自主地拓展组织本身的
内涵。
这意味着要实现从“课程管理”到“课程领导”的根本转型：学校本身要把日常的课程实践活动作为
自身的东西加以自主地、创造性地实施。
不过，考虑到约定俗成等诸多原因，这里依然使用了“课程管理”的术语，但对其内涵应做全新的理
解。
　　所谓学校的“课程管理”，广义地说，不仅限于课程内容如何（课程内容论），而且意味着推进
课程内容的计划、编制（P）→实施、展开（D）→评价（S）这－过程中所进行的种种组织、运营上
的条件创造（条件整顿）。
费里森（K.V.Feyereisen）等人把作为学校课程之前提的学校经营组织，视为接受来自学校“周遭环境
的输入－返回环境的输出”这样一个开放循环系统。
他们关注学校组织与环境的相互作用过程中所发生的系统内的阻力与张力。
日本教育学者高野桂一把课程管理的P－S的功能发挥过程及其相应的学校管理条件之关系结构，建构
成了一个理论模型。
　　课程管理的P－D－S过程也就是所谓的课程计划、编制（P）→实施、展开（D）→评价（S）的
流程及其反馈的循环系统。
不过，其中D环节课程的管理方式，与课程的展开——广义的教学管理方式是同义的。
因为，学校所有场景中具体展开的教学管理是学校课程管理的一环，各自依靠专业的教师或教师集体
，拥有其相对独立性和个性。
在这一点上，不同于其他方面，这是因为“教学管理”本身也拥有固有的P－D－S系统。
　　这种分析表明存在两种对立的学校（课程）组织研究。
一种是“封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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