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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课程与教学论的本土化分析
蔡玲玲

南昌大学 浙江 台州 318000

【摘要】创设课程与教学论的本土化这个概念，更多的是将海外项目的理念与我国现行的意识形态和教育理念相结合，并

以中国化的方式进行。也可以说，课程与教学论的本土化改变了制度的发展方向，将我国传统的课堂教学和教学原则转变

为一种新的经济体制。当下，许多大学都将相关学科课程与教学论进行本土化，尤其是英语课程和教学论。本土化包括许

多方面，其中含有传统的中国化、实践的理论化等。那在这几个方面里，教育的本土化占有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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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的出现是为了完善我国的教育

体系。我国现代教育学理论的产生和发展也经历了一个

漫长的时期，它是在引进国外知识和整合现有丢失知识

的基础上进行的。现代教育学理论的产生对我国的教育

体系不仅仅是机遇，更是挑战，与此同时，也要求对课

程和教学论进行本土化。

1 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发展的原因
1.1中西方传统思维方式的差异

社会物质的生存条件决定思想。思维方式不仅是当

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地文化的重要体现，西

方的思维方式则受到了更多的关注。如今，在我国的传

统思维的基础上，正在不断踊跃出更多新型的教育概念，

促进了教育改革。但是要想进行教育改革，不光要有新

型的理念，首先，你必须改变思维方式，重建话语系统。

“从‘应试教育’转向‘构建教育’。不仅需要教师调

整自身的文化观念，还要改变传统的思维方式。

1.2中西方教育思想生成机制的差异

教育改革不仅仅是教育的内部问题，还是一个社会

和文化的问题。教育改革的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在一

个民族和国家进行改革时，教育体制也会随之改革。而

且教育改革发生在社会改革之前，其具有一定的先行性。

建立新的教育体系，不能完全参考西方的思想和原则，

应根据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社会文化以及其他方面，每个

国家和民族都有不同的教育思想。完善我国的教育思想，

需要立足于教育实践，进而让教学论的发展达到一定的

高峰。现代教育改革理论难以超越时间框架。因此，现

代教育改革需要完善进一步教育改革所必需的原则和理

念，同时，这也是保证新课程改革成功的唯一途径。

1.3中西方社会文化心理差异

在后现代理论知识观的教育理论中，着重强调了个

人价值。教育理论首先起源于具有明显人文色彩和完整

的教育体系和体系的西方国家。在西方教育繁荣时期，

中国还处于教育理论转型期，教育基础不扎实，对个人

价值理念不通透，且当时国民的综合素质也有待提高。

受东方传统教育观念的影响，新课程改革显然无法适应

社会文化的心理差异。因此，采取西方文化强调个人生

命价值的理念，用于调整强调社会规范的中国文化。在

这个过程中，肯定会出现中国传统教育观念与西方教育

观念相矛盾的情况。所以，即使新课程改革也凸显了协

作学习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但在传统教育理念与新课

程理念之间，却仍很难找到一个契合点。在当时的背景下，

新课程改革后，出现了教育观念和理论研究缺乏的问题。

2 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的相关策略分析
2.1改变和创新传统课程与教学论理念

明确传统教育理论与现代理论的异同，不能完全放

弃传统的教育理念。我们需要利用传统教育理论的有益

见解融入现代教育理念，才能真正开展英语课程与教学

论的教育。《英语课程与教学论》是专攻英语的大学生

所需要的书籍。这本书主要讲授英语所需要学习的一些

基础知识和一些常识、知识或学习技能，更详细地解释

了英语课程和新的教学理念。同时，也与中学英语教学

密切相关。通过分析和评估影响英语的众多因素，帮助

英语专业的学生学习和了解英语教学的具体细节，包括

宏观和微观这两方面 [1]。

2.2多元与整合

“多元与整合”是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的重要条件。

课程与教学论本土化本质上是一个未探索的话题。同时，

也是一个振奋人心、引人入胜的历史题材。过去，我们

对世界文化和其他文化的看法很狭隘，如今，我们可以

运用自己的理念去正确理解改革过程。我们了解了许多

西方的教育理念和观点，扩大了我们的认知范围，开阔

了我们的眼界。但是，随着时间的延续，逐渐出现了崇

拜西方文化，背离本土文化的现象，因此我们必须将本

土教育原则作为教育发展的根基，包括教育改革。从不

同角度进行教育改革，致力于推动教育与学校的融合，

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课程和教学论。在发展时，要清晰

地了解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从“书斋文本式”的教学

方式走向“课堂田野式”，建构科学理论，改变教育实

践中理论研究与理论发展相分离的现实，更直接地解决

课程改革更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消除理性研究和实证事

实发现的局限性。贯彻研究的实践性质或应用研究的理

性性质，促进理论和应用实践的整合，也只有这样，才

能让课程与教学理论的本土化发展走上繁荣。

2.3对传统课程与教学理论的继承与创造性转化

许多学者和研究人员称赞我国的传统课程和教学理

论。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传统课程和教学理论与外国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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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教学理念相比更加系统和全面。熊明干教授说：“中

国古代教学思想经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学校类型日渐多

样化，等级制度日渐复杂，逐渐形成了一个相对完整的

教育体系。”鉴于这一重要宝贵遗产，我们必须批判性

地继承他。同时，应该培养变革精神，创造适合民族和

国家的本土现代课程和教学论。

2.4融合与创新

“融合与创新”是课程和教学理论本土化的主要途

径。符合现实还是理论，本土化还是后西方化？这是一

个正式的问题，也是一个需要系统解决的问题。从全球

范围看，推动国家发展和教育发展的思想理论变革机制

包括：首先，必须扎根文化土壤层，对地方教育问题保

持科学观。其次，要有思想理论发展的学术环境和教育

体系。第三，需要建立一个理论和实际研究相结合的长

期体系，为地方实践创造坚实的基础。新课程改革要想

实现理想目标，必须走中国教育理论与实践融合创新的

道路。这个过程不会在一夜之间发生，需要中国研究人

员和理论家之间的长期合作。

2.5生成与发展

“生成与发展”是发展课程与教育理论“本土化”

的主要途径。新课程改革鼓励从科学理论到实践，从知

识世界到生活世界，从手段的合理性到建设的理性等。

全新的范式转换和话语方法整合我国教育研究的成功，

不仅是为了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育体系，也是为了要

求对教师专业发展领域提出更高的要求。所以，教师必

须不断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发展个人意识，寻找专业

成长空间。教师专业发展有积累和成长的特点，这特点

决定了教师必须不断地提升自己，成为不断成长的智慧

型老师。生成教师知识需要教育，但同时也需要思维方

式和坚实的专业知识和教学技能基础。只有创新实践研

究，才能不让“本土化”流于理论形式，但也不能因“本

土化”而忘记了教育根基。本着创立“本土化”教育理

论和实践研究范式，在学科上突破学生发展的现实情况，

化解学校之间的硬性矛盾，促进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共同

发展。

2.6对国外课程与教学论思想的吸收与创造性转化

因各国传统的经济社会发展理念、文化多样性等方

面都不同，所以各国的课程与教学论也各有不同。虽然“本

土化”是科学教育的原则，但与当地教育环境的匹配问

题仍然存在，必须发展要符合国家的具体情况。没有符

合国际标准的本土化基础，就没有必要进行国际交流。

所谓创造性转化，就是对进口商品进行自我加工和改造。

当外来事物适应一个国家的土壤和气候时，它们就会生

根发芽，然后对它们进行改造，赋予它们适合国家实情

的形状和含义，只有这样，它们才真正意义上成为了本

国的事物。

2.7积极开展相关实践活动，提升学生的学习能力

和实践能力

对课程与教学论进行本土化建设，在实践还是理论

中应侧重于哪一方面，学生和教师都必须清楚明白地了

解这一问题。实践是有效的理论基础，理论是实践的结果。

课堂理论和指导，以及实践和指导也包括在内。课程和

教学实践是持续改进和完善课程和教学论的关键驱动力。

近年来，中国在课程改革方面做了大量的实践研究。这

些实践活动为创建反映特定地区特点的本土化话语学习

和教学方法提供了实践基础和支持。同时，这些课程和

教育改革的实践，更有效地启动了地方课堂的创建，提

升了学生的学习能力和实践能力，也促进了我国课堂和

教育理论的不断发展 [2]。

3 结语
一个国家的发展只能通过不断的改革而进行，一个

国家的发展需要改革。当前全球化形势更加开放，多元

融合。因此，我们必须不断学习、内化和合理运用国外

的先进理念，同时不断融合我国有益的传统教育理念。

结合它们，进而改进和加强它们。在理论基础、理论体系、

概念范畴和价值方向上很好地满足了我国经济发展的文

化需要。在这个过程中，课程与教学论教师必须采取不

同的理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用不同的方法将理论与

实践相结合，才能更好地推动我国的课程和教学论本土

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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