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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程改革已经成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大教育举措。
如何判断课程改革实施策略的成功与否？
这是我国学界正在探索的热点问题，也是深化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张树德教授著述和出版的《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一书恰逢其时，
它不仅是一本具有启示价值的专著，而且有助于深化我国当前的课程改革。
　　长期以来，困扰人们的诸多问题是：为何有的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改革能够一帆风顺，顺利推行？
为何有的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改革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为何有的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改革势如破竹，不可逆转？
为何有的国家和地区的课程改革难以为继，怨声载道？
《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一书对上述问题给出了清晰的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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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20世纪90年代以来，课程改革已经成为包括澳大利亚在内的世界各国的重大教育举措。
如何判断课程改革实施策略的成功与否？
这是我国学界正在探索的热点问题，也是深化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必须解决的重大课题。
　　张树德教授著述和出版的《当代课程改革成功机制研究：澳大利亚经验和启示》一书恰逢其时，
它不仅是一本具有启示价值的专著，而且有助于深化我国当前的课程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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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树德博士，1965年7月生，现任广西工学院外语系教授。
1987年7月毕业于华中师范大学，1997年4月获硕士学位，2004年9月考入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
所并师从王斌华教授，2007年7月获博士学位。
发表译著《领导和促进课程变革》（合译），参编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新编实用
英语》。
在国内发表论文20多篇。
主持或参与多项省（部）级或地（厅）级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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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联结一、概述（一）联结的实质（二）联结的策略二、澳大利亚课程改革的联结途径（一）将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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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行动发轫三、小结第五章 澳大利亚课程改革的动员一、概述（一）课程改革的领导（二）课程改
革动员的必要性（三）课程改革的动员策略二、澳大利亚课程改革的动员策略（一）领导策略（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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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④全球化是一种愿景。
卡斯特利斯（Castells，M．，1996）直截了当地提出，全球化即愿景。
他说，当今社会是信息技术爆炸的社会，也是一个由此而引发的网络社会。
由于资本主义与技术变革的现代联结，因此全球化应该与其他的国际及世界现象区别开来。
这样的联结使得全球性功能发挥“即时化”。
为此，卡斯特利斯对全球化进行了如下界定：“经济全球化是某种与众不同的东西：它是一种经济，
具有在全球范围的实时单元内进行操作的能力。
”①可见，卡斯特利斯在努力区分经济全球化与世界经济。
他认为，经济全球化是历史上出现的新现象，而世界经济则已经存在了几百年了。
正如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Braudel，F．）与他的美国追随者沃勒斯坦（Wallerstein，I．）所说的，
“作为一种世界性体系的资本主义从16世纪始就已经运行了，资本主义企业家经营着世界范围的银行
业系统，为王公贵族、帝王将相及其国度打理着资金，让无数的资金在欧洲范围内周转。
”②通过改变核心国与外围国的政治经济形式，生产及销售将他们联结起来了。
为此，卡斯特利斯认为，经济全球化新的地方在于信息与通信技术已经改变了世界金融市场，使之能
够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时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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