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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新中国小学课程改革轨迹的求索
——— 《小学课程史研究丛书》评介

胡　君，张学强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１９０４年 《奏定学堂章程》（即癸卯学制）的颁

布开启了我国小学课程近代化的历程。与我国古代

的蒙学课程相比，《奏定学堂章程》规定的小学课

程不仅门类增多，同时在 “中体西用”的原则下更

为强调西学内容的传授。其后我国近代小学课程的

变迁大体经过了民国初年学制时期和１９２２年新学

制时期两个阶段，逐渐形成了近代小学课程体系的

雏形。

新中国 成 立 后，伴 随 着 新 中 国 教 育 的 蓬 勃 发

展，我国小学课程改革也进入了一个崭新历程。经

过几代教育工作者辛勤的耕耘和不懈的努力，在深

入研究我国国情的基础上，广泛借鉴外国相关的教

育理论和经验，逐渐形成了初具中国特色的小学教

育课程新体系。新中国６０余年来小学课程改革的

曲折发展历程，是我们当前小学课程改革展开的历

史基础和逻辑前提，给我们提供了极为丰富的经验

和教训。重新审视和梳理新中国成立后小学课程改

革的历史转变，不仅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认识小学

课程改革极为重要，对于进一步推进当前小学课程

改革朝着合理的方向前行也至关重要。正如法国年

鉴学派的创始人费弗尔所说的： “人 们 从 ‘过 去’

的行为、事件、趋势预示着现实、使人理解现实并

帮助人们生活于现实之中。”通过过去来理解现在，

我们要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一方面避免走老路、走

弯路，另一方面要从历史中发现规律，指导我们开

展新的实践。

正是基于此种想法， “小学课程史研究丛书”

应运而 生。由 扬 州 大 学 潘 洪 建 教 授 主 编，扬 州 大

学、苏州大学多位相关领域的学者参与撰写的 《小

学课程史研究丛书》先后由江苏大学出版社和吉林

出版集团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出 版，丛 书 共 包 括 五 本 著

作，分别为：潘 洪 建 著 《小 学 自 然·科 学 课 程６０
年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刘 久 成 著 《小 学 语 文 课 程６０
年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朱煜等著 《小学历史·地理·

社会课程６０年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刘华著 《小 学 数

学课程６０年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及翟楠等著 《小学思

想品德课程６０年 （１９４９－２００９）》。

本套丛书的编写与出版，及时而全面地对新中

国成立６０年来小学主要课程发展历史进行了深度

的挖掘和研究，通过系统的整理和分析，将６０年

来小学课程发展变迁过程的广阔图景展现在广大读

者面前。纵 向 上 看，本 套 丛 书 基 本 上 依 据 新 中 国

６０年来中国社会变革的大背景，紧紧围绕６０年课

程改革实 施 状 况，对 各 个 阶 段 小 学 课 程 发 展 的 背

景、课程的内容、变化的特点等等作了深入细致的

描述，让读者重温６０年来我国小学课程现代化的

艰辛进程，总结经验教训，为现在小学课程改革的

不断深化提供借鉴。横向上看，本套丛书从课程设

置、教材编写、教学方法、教学大纲、教学改革等

方面展开对新中国６０年来小学主要学科的改革变

迁过程进行总体评价，在合理历史分期的前提下，

以翔实的史料、鲜活的例证，具体分析了各个阶段

小学课程结构的调整、课程名称的变化及教材编写

的原则、教材的特点和结构，阐明了教学指导思想

的改革和教学方法的实验与创新，探讨了小学课程

的性质、背景、内容的演变等等，使读者对新中国

６０年小学课程发展状况有一个较为整体而深刻 的

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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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关于史料方面的扩充。本套丛书特别注

重对史料的全面搜集和整理，不仅搜集到新中国成

立６０多年来各个时期小学课程改革方面的各种制

度性文本，例如课程标准、教学计划、教学大纲等

等，更重要的是作者还下大力气搜集到了许多实验

例证、教 改 尝 试，甚 至 是 一 些 鲜 为 人 知 的 课 堂 实

录、故事、回忆、日记、信件、账本、会议记录等

等，结合当时的报纸、电影作品、歌曲、谚语名人

报告等材料，全方位展示历史真相，让读者切身体

会、经历６０年风雨变迁，感受历史的厚重。

第二，关于论证方法的拓展。本套丛书采用了

多种论证方法，除了传统的文献法、问卷调查法、

比较分析法以外，一些研究者还积极倡导叙事研究

和口述研究的方法，以期再现新中国小学课程改革

历史的真实场景和生动过程。

第三，关于写作方式的思考。历史自己并不能

开口讲话，一本好的历史研究著作不仅仅是描写历

史、重现历史，还要求作者必须在尽量真实叙述历

史的前提下，站在时代的高度，基于理论思考作出

自己的判断和论证。历史就像一面镜子，读者可以

感受历史，但更重要的是思考历史给予我们什么启

示、可以对 今 天 的 问 题 给 予 一 个 怎 样 的 关 照 和 解

答。在如何有效地将历史与现实有机联系方面丛书

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以史立论、寓论于史，在以科

学的方法梳理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进程加以分析和

评论，力求从历史纷繁复杂的现象中寻找和总结规

律，启发读者对我国当代小学课程改革问题进行再

思考。

每个时 代 都 会 面 对 新 的 问 题，都 会 有 新 的 疑

惑，也在探求通过新的理念、方法和途径解决新问

题和新疑问。扎实而审慎的历史研究不仅不会约束

和固化我们的思维，相反它会帮助我们更加理性的

认识当前的问题与疑惑，更富智慧和更有创造性的

推进改革。我们也期待着更多的富有创见性的课程

改革史研究著作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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