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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爆炸与中小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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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民族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 , 广西  南宁 530000）

摘   要：课程是实现教育发展的关键部分，而知识是构成课程的核心内容。当前中小学课程知识陷入了困境当中，

以解决此问题的根本为出发点，本文从知识论的角度，对课程知识的症结、价值、运作方法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从

而道明中小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选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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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一世纪是文化软实力的竞争时代，代表文
明、象征进步的知识成为人们理解和构建世界的基
本符号 , 课程的知识问题受到教育学界的持续关注，
成为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1] 在“科教兴国”、“教
育强国”的战略方针指导下，我国的教育事业发展
蒸蒸日上。然而在中小学教育实践中，各教育工作
者不得不正视课程知识的相关问题，尤为值得思索
的是知识爆炸的困境问题。本文从知识论的角度挖
掘问题、明确价值、夯实方法，系统地看待中小学
课程知识发展的问题，为中小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选
择指明方向。

一			课程知识的症结所在

课程知识是指基于每一阶段的特定标准，有目
的性地选择、建构起来的知识体系。[2] 就中小学教
育而言，这样的知识整合的出发点是好的，然而，
当下教育工作者需要厘清的一个问题就是由知识堆
砌所引发的知识爆炸，这一困境的具体表现需要我
们从以下四个方面来梳理：

( 一 )			课程知识的实证问题

课程知识以其真理性为主，而真理的探索是永
无止境的。中小学老师很容易忽略的一个问题便是，
如何在过程中证明知识真理的存在，怎样实证知识
才是可靠且不被怀疑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
明确要求老师们要落实好课程教学过程中的知识传
授和能力培养的关系。[3] 这就要求中小学老师在向
学生传授课程知识的同时，让学生的能力得到培养
并深刻认识到这些知识的价值所在。因此，明晰实
证方式及知识选择，懂得知识内容的分离与整合就
显得尤为重要。

( 二 )			课程知识的指向问题

传递过程中的表述方式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哲学家塞尔就曾对课程知识的表达条件进行过明确的
要求，[4] 在学生能力水平范围内，以最通俗的表达方
式为基础，简要地对课程知识进行陈述传递。小学阶
段的学生以接受间接经验为主，中学阶段就应该适当
地考虑学生的一些直接经验，教学过程也要调动学生
学习课程知识的积极性。以人为本的价值取向要求中
小学教育也要体现人本主义关怀，实现每位学生的发
展，关注每位学生的全面发展。[5] 而在当下中小学教
育实践过程中，受方法的限制，容易把课程知识视为
绝对的真理，而忽视学知识的人。

( 三 )			课程知识的本真问题

课程知识在传递的过程中易受主观因素的影响，
迷失本真。首先表现在表述者的理解上，老师无论
是过分依赖教科书和教案资料，还是全凭自己的主
观意识，都不利于知识的传授。其次，课程知识还
存在于学生的理解和领悟当中。只有学生真正理解
了知识的本质、明白了生产者的原意以及传播者的
本意，并将其内化为自己的经验，才能再现知识生
产者的体验。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应该在接受
知识的第一时间回溯知识的本意。在两次知识的配
列中，保留知识的纯真，使其前后一致，没有偏颇，
具有同一性。

( 四 )			课程知识的转化问题

知识是建构的、生成的，[6] 学生在接受知识后
转化为个人的认知能力，从无所知变成有所为，实
现课程知识传授的目标。学生要明白何种课程知识
是自己所欠缺和需要的，当新知识与旧知识发生冲
突的时候，又该如何平衡二者的关系。灵活地去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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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知识，尤其是在小学到中学的这个过渡阶段，要
懂得衔接知识，联系生活实际，不断地完善自己的
知识存储。教师也应有选择、有侧重地进行知识传授，
而学生也应明其所需，去学真正的知识。

二			课程知识的价值实现

纵观我国中小学课程知识的困境不难发现，现
阶段我国的课程知识以追求高效和容量著称，显然
脱离了教育的本质。课程知识无法再与知识的价值
和意义联接，是当前的实践症结之一。[7] 现从知识
的内在属性及其工具意义来对课程知识的价值进行
解读。

( 一 )			内在价值

课程知识的内在价值是指在传授过程中，以知
识本身为目的，影响学生身心素质的发展情况，特
指精神层面的发展。中小学阶段的课程知识学习为
学生提供丰富自己的锻炼机会，随着知识的增长，
学生可以逐渐摆脱束缚、避免犯错误，获得理性和
精神的解放。[8] 中小学教育以提高学生基本素质为
使命，个体价值的发展不能以功利性来横断，[9] 因
而关注学生内在素质的提升，实现育人的目标才是
根本所在。

( 二 )			工具价值

对具体情境的需要，即为课程知识的工具价值。
联系当前中小学教育实践可以看到，以工具价值为
课程知识主旋律的知识传播，容易诱发“应试主义”，
导致灌输式教育盛行，造成知识学习的片面化发展，
不利于学生的长远发展。

课程知识的内在价值是其工具价值的前提，而
工具价值是内在价值得以实现的条件。在实践过程
中，要充分发挥课程知识的内在价值，以关注学生
的素质发展、培养其创新能力为目的，建构课程知
识真正的价值意义。

三			课程知识的运作方法

深陷困境的课程知识如何实现知识的传递，教
以学生实实在在的知识？不妨从以下两个方面一起
了解一下，课程知识的运作方法。

( 一 )			课程知识的获取

中小学阶段，老师搜索特定主题类别的知识，
并将其加以分类整理。主要通过授课的方式，把冗
长繁琐的内容去糟留精后浓缩成精华，然后通过授
课的方式将课程知识传授给学生。而学生在接收到
知识的时候，经过选择后贮存于自己的记忆当中，
与自己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实现知识的有效获取。
在此过程中，需要明晰课程知识的实证问题，包括
其主体、对象和方式。

( 二 )			课程知识的运作

对学生而言，贮存在记忆中的东西，想要转换
为自己的东西，就要学会创新。即使对中小学阶段
的学生也不例外，在丰富自我见识的同时，努力发
散思维，用这些在课程中学到的知识去解答实践中
的各种难题，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知识输出。值得注
意的是，用何种语言表达是贴切的，指向的位置是
否得当，通过自己创新式的加工后，是否还保留着
课程知识原本的用意。

四			课程教学内容的整合性发展

在当前课程知识的困境影响下，课程改革调整
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中小学课程教学内容的选
择势必要以满足素质教育的根本要求为目的，体现
以人为本的教育理念，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
根本需要，可以从以下三方面作以理解。

( 一 )			课程的价值取向

课程知识要从本体论逐渐转向主体论。[10] 课程
知识无法像以往一样脱离生命个体而单独存在，需
要涵盖情感、态度、价值观，饱含历史文化的熏陶，
作为一项有意义的存在。[11] 课程知识要与学生的具
体生活情境以及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机密联系，培
养学生对课程知识的学习兴趣。

( 二 )			课程的转型基础

新的课程得以转型依赖于对知识客观性的挑战、
对知识价值性和个性化的认同以及对人发展的研究。
纵观当前的中小学教育，崇尚知识为本的教育理念
不得人心，唯有为人所用的知识才是有价值的知识。
从某种程度来说，获取知识的实质也就是构建个体
知识结构的过程。人是自由、能动的客观存在物，
关注知识智力的发展已经成为过去式，享受生命的
存在才是未来教育事业发展的新起点。

( 三 )			课程的发展指向

实践症结说明，本是代表理性、自由、精神的
知识，却成了压制学生发展、禁锢传授者创造的枷
锁。[12] 人作为独特的存在，在接受知识教化的过程中，
理应体现人文主义关怀，在丰富知识的同时，推动个
性的全面发展。那种忽视学生情感发展、掩盖生命价
值的知识体系亟待重塑，发展为享受而教的知识，[13]

是时代发展的必然产物。对课程知识体系的重建，是
一项有意义的建构，是当代教育科学研究的主旋律。[14]

中小学教育要努力提升课程知识的价值，以实现课程
知识的价值为目标，做有品质的教育。[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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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我国是发展中国家，政府不可能提供大量奖学金。
但是我们可以借鉴日本的做法，让整个社会来关心、
支持和参与留学生教育。尽管我国留学生管理体系还
不完善，但各高校应可以加强留学生就业与实习指导
工作，政府、社会层面也可以为留学生创造优良的实
习与就业环境，使留学生学成之后能有用武之地而无
后顾之忧，始终保持学习与研究的动力和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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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结果表明，大部分同学对这种教学过程较满意。
认为混合教学模式下，线上线下整合的教学方式，
能有效解决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与学习时间冲突，能
够在这样的课堂上学到更多的东西。学习内容丰富，
能够适应不同英语基础的同学。教学目标可实现工
学结合，教学内容能够学有所用，学习积极性提高了，
学习兴趣、自信心、学习动力都增强了。

三		结语

英语作文是学生英语语言能力和语言运用能力
的综合体现，其教学效果的提高也需采取综合的措
施，运用“集成性创新”的理念，对开放教育大学
英语写作教学采用混合教学模式，充分利用网上教
学资源，加强“课前—课中—课后”衔接，可有效
解决开放教育学生工作与学习时间冲突，提升教学
效果。但各教学环节仍需今后在教学中不断地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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