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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转型期西方教育校本化思潮经历了二十多年的起伏消长，如今只要在网上输入“校本”二字或
“school—based”，就可以立刻涌现海量的信息，无论是中文的还是英文的，实在让人目不暇接。
尽管其中存在许多水分，但仍然可以反映出校本化思潮的广泛影响。
 正是由于重视转型期西方教育校本化思潮所反映出来的时代特征及其所具有的启示意义，陆有铨教授
在十多年前就开始指导校本课程开发的研究，并进而关注从整体上研究转型期西方教育校本化思潮，
纳入其主持的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转型期西方教育哲学的发展及其对我国的启
示”研究子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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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由于我国有着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集权思想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早已渗透于社会生活各个领
域。
在课程开发机制转换的时候，一方面要予以充分的估计和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又要比较策略地加
以运用，使之发挥补偿机制的功能。
比如，在机制转换的初期，就可以利用文化心态上对于中央权威的尊重，继续发挥中央集权机制在课
程开发中特别是课程开发技术方面的引导与示范作用，促进课程权力重心逐步下移和校本课程开发机
制的逐步建立健全。
　　（三）行政推动与社会参与　　教育是一项决定一个国家和民族前途和命运的社会事业，而课程
作为教育的核心与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和发展息息相关，所以西方国家的教育系统都很注意将社会参与
机制同时作为集权和自主两种极端课程开发机制的补偿性机制加以引入和培育。
特别是在课程开发中矛盾运动的各种关系趋于紧张，课程钟摆的摆向即将发生转折，课程开发机制面
临重大变革和转换的时候，尤其如此。
　　对于一场真正的教育改革而言，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开展全民教育大讨论，从而解放思想、更
新观念、集思广益，是一个必要的前提。
从世界范围看，无论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课程现代化运动，还是八九十年代的课程改革计划，那些
发达国家都开展了广泛的社会大讨论。
美国、英国、法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国家自不必说，与我们同属东方儒家文化圈的日本也是如此。
日本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的战后第三次教育改革，组成独立于文部省之外的临时教育审议会，在日本
朝野进行旷日持久的教育大讨论，形成全社会共同谋划教育改革的社会参与机制。
社会参与作为西方国家课程变革的一种补偿机制纳入教育领域，成为恢复教育活力，提供课程教学改
革动力的重要措施。
　　社会参与机制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经过法定程序批准的各种社会中介机构参与合作或独立地从
事课程开发工作，进行课程实施成效的评估等，使课程开发活动在比较与竞争中发展，使教育效能检
核和课程教学评估具有更多的客观性、公正性和透明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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