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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进入新世纪以来，变革已成为时代发展的主题。
在以人为本的教育变革中，课程与教学当仁不让地成为核心。
课程与教学变革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每个教育工作者都有责任积极回应并做出自己的一
份贡献。
　　在我们看来，课程与教学变革需要扎根传统、立足现实、面向未来。
所谓扎根传统，是指课程与教学变革一定要扎根在自己国家和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的土壤里，守护精
神家园，展现出文化上的自尊自信。
就像大树要有根，并且要扎得深，才能枝繁叶茂。
“根有多深，树就能长多高。
”所谓立足现实，是指课程与教学变革要理性地正视现实，哪怕是严酷的现实，也不能回避。
研究者需要走进田野，那里有广阔的天地。
缺失了对中国实际之上的问题的依存，也就缺失了所要研究、所要变革的根本，其价值也就可想而知
。
文化的积极演进离不开新鲜活力，而新鲜的活力总是来自变革的现实。
所谓面向未来，是指课程与教学变革要有坚定的教育理想与信念。
课程与教学变革每向前推进与深化一步都是艰难的，总会遭遇一些误解、躲避、歪曲，甚或抵抗和搏
斗。
因此，课程与教学变革考验着人们的教育信念和理想，需要顽强地逐步向前推进。
课程与教学变革呼唤着更多的同行人，其先行者筚路蓝缕、披荆斩棘，其后来者实力壮大、超越进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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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每一次课程变革都包含着社会文化、教育文化和教师文化的变迁。
当前我国正在进行的新课程改革，更是一次全方位的文化变革。
新课程改革期望教师在教学中成为平等的对话者，从“经师”走向“人师”，从“单打独斗”走向“
合作交流”⋯⋯然而，在课堂教学中，差别文化、控制文化、教师权威到处存在。
学校的各种教学制度大都为维护现存的层级组织结构服务，教师在制度的束缚中成为课程变革的“观
望者”。
校本教研、网络教研的兴起体现了平民教师文化的崛起，教师们渴望在其中张扬个性，实现自我。
教师的群体文化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铲平主义”、“山头主义”、“个人主义”是教师群体中普
遍存在的文化特征。
总之，课程变革中，教师文化存在着“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巨大落差，这种落差也充分体现
出了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的不同。
对于新课程改革的文化前途，我们还要做进一步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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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比如说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扫荡后，我们突然发现，成千上万的家庭依然完好地保存着各族的
家谱、前代的遗物等，这些东西不仅没有被遗弃，反而被视为一个家庭最重要的传物而隐秘地保存了
下来。
在超出物质的层面，民间更是保存了本土长期延续的风俗习惯、性情禀赋等，这些是更为内在的精神
与文化遗存，它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体现在人们每日的行动细节中，或者说，传统本来就流淌在人们
的血脉之中。
　　今天我们能够很自觉地同时接受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当代文化与传统文化的各种内容，比如说
我们可以同时出入于酒吧和茶社，身着西装而阅读古典的诗词小说，观看用现代科技手段拍摄的哪吒
故事等等，却并不因此感到有一种心态上的矛盾，则是有一段很不寻常的经历作为代价换来的。
这点也充分说明了当今文化的多样可融、多元并荣的特征。
　　关于传统中国文化在未来的命运，我们的确经历过一些颇为不平的内心焦虑，但另一方面我们对
传统资源的需求也在日益地增大。
我们对传统这一概念的理解在逐渐发生变化，即不再像过去那样将传统理解为一种凝固的对象，一种
单纯的已逝之物，而是将传统理解为一种可以在变异中延伸的事物，一种活的势能。
因此可以从古代至现代，由现代至当代，一直贯穿于我们目前或将来的生活之中，以至于我们可以在
任何一个当下寻觅到它生动的影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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