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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球化作为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潮流，影响到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
这种影响是全方位的，也是深刻的。
面对这种影响，世界上的非西方国家总是在寻找其发展的出路，而本土化似乎成为合理且必然的选择
。
基于这一认识，社会各方面的本土化也就成为当前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然而，本土化本身的研究常常是指向历史的，导致现有研究无法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
《我国课程论本土建设研究》提出的本土建设概念就是期望获得一个新的视角解决本土化研究中难以
解答的问题。
　　面对西化的日益盛行，各社会科学的发展都深深地陷入了对本土文化丧失的焦虑之中，于是本土
化就成为社会科学发展的必然，课程理论也在所难免。
　　近年来，我国课程理论界对我国课程理论给予了较多的反思和批判，认为我国课程理论研究中问
题多多，涉及课程理论的所有方面，并试图对我国未来的课程发展提出建构建议。
但多数研究都只是单一地从某一视角的分析，尚缺乏对这些问题作全面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尝试从课程理论本土建设的视角对这些问题进行梳理，试图建构我国课程理论的未来形态。
　　本土建设作为课程理论的研究视角，其对课程理论现有问题的分析，仅仅是在这一视角下的课程
理论存在的问题，当视角发生转换之时，揭示的问题显然就会有历不同。
根据这样的假设，本研究认为，课程理论本土建设是课程理论本土化的走向和选择。
　　《我国课程论本土建设研究》分为三大部分；首先，本研究认为，任何课程理论的本土建设是建
立在本土化的大背景之下的，背景包括全球化、本土化以及社会科学本土化，它们是我国课程理论本
土建设的基础，也是课程理论本土建设需要借鉴的内容；其次，我国课程理论本土建设是建立在现有
的课程理论本土化的前提之下的，是课程理论本土化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因此，简要回顾了我国课程
理论本土化的基本历程，并对我国课程理论本土化现象进行描述，概括出现有课程理论本土化中的问
题，成为本研究的基础；最后，从学科的角度针对我国课程理论本土建设的目标、可能面临的问题和
本土建设路径等提出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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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制度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一种历史的积淀的结果，而其深层的原因都是一种本土性的外张。
第三，就课程理论发展而言，本土性的差异则主要体现在理论本身的意识形态层面，而这种理论所能
反映的本土性更能体现本土性本身的价值。
　　由内及外的本土建设，倡导以本土性为根本的建设走向。
一般来说，本土性的保持和发展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是根据对方需要，二是自我选择。
第一种情况即根据对方的需要，也有两种可能，一是错位的，即西方国家对本国本土性的需要是出于
猎奇，于是，本国的研究者就想方设法地将自己国家的一些具有本土特征的课程思想或理论呈现在外
国同行面前，试图以此吸引外国的关注；而本土方是利用了他者的猎奇心理，把他者的需要变成自己
发展的资源，结果是双赢。
二是不错位的，这是当自己发展了某些有价值的课程理论，也许能得到国外同行的赞许或认同时，将
这样的理论介绍到国外。
　　另一种情况是自我选择。
并非所有的本土性都值得保留，这就必须考虑：保持什么样的本土性才是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的？
如何在复杂的环境中实现自我利益？
为此已经具备什么条件，还需要什么条件，自己能创造什么条件？
①　　无论是由内及外的本土建设还是由外及内的本土建设，其关注的焦点还是究竟课程理论本土建
设是源于内还是源于外，这样的讨论显然容易陷入永无休止的争论之中。
我们可以这样认为，二者对于本土建设都具有重要的意义，都应当成为课程理论本土建设的两个基本
视角。
　　（三）对话--课程理论本土建设的愿景　　由内及外的本土建设以及由外及内的本土建设，由于
其存在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思路的问题，最终难以实现真正意义的本土建设，就实现二者之间的统一
而言，应当以实现“对话”来获得。
所谓对话，是指不同国度的课程研究者在友善、合作和对等的条件下进行的交流，其目的是通过多种
课程的“互读”促使不同课程相互吸纳和突破创新，以获得新的生命力。
　　对话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对话主体之间地位的平等，即只有当对话主体处于平等地位时，对话才能
得以发生。
从课程理论本土建设的视角来看，对话即西方国家和非西方国家在研究课程问题上地位的平等性，在
此基础上，实现对相互的课程的互读，从而达成相互之间的思想的吸收，获得全球课程理论的共生与
发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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