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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今社会日益呈现多元文化的趋势 ,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同时引发了人们对现行教育的一

元文化课程的批判与反思 ,多元文化课程就是在批判一元文化课程的基础上呼之欲出的。20世纪末以

来 ,整个世界越来越趋向“多元化 ”,在学前教育的学术领域也不例外。然而 ,多元文化课程也受到了诸

多的诘难 ,如何解决多元文化课程自身的难题是广大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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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on struction and cr itic ism of the m ulticultura l course

———D iscuss ing the cu rricu lum revo lu tion of the kinderga rten

Abstract: The multicultural trend is increasingly p resenting nowadays, the rise of the multiculturalism

caused the peop le’s judgment and animadverting to the singler culture course of current education at the same

time , the multicultural course is vividly portrayed based in criticizing the singler culture course. Since the end

of 20 th century, the whole world inclines to the“diversification”more and more, the p reshcool education is not

an excep tion. However, the multicultural course also was subjected to much criticism, it needs to consider how

to resolve the existing p roblem of the multicultural cour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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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世纪 60年代以后 ,随着西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活跃

和女权运动的发展 ,人们对多元文化的教育思想愈来愈青

睐 ,多元文化课程就是在对多元文化教育思想的倡导和对

一元文化课程的解构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多元文化教育

是体现和内化了“多元主义 ”价值观的文化教育 ,是国际化

时代民族及文化交往、变迁与融合对文化教育的客观要求。

主张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互不干涉、相互容忍、相互尊

重、相互合作、互相共存是“多元主义 ”的最基本宗旨。[ 1 ]多

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势必引发人们对现行的一元文化课程的

批判与反思 ,也可以说多元文化课程就是在批判一元文化

课程的基础上呼之欲出的。然而 ,多元文化课程自身也受

到了诸多的诘难 ,如何解决多元文化课程自身的难题是我

们教育工作者必须思考的问题。

一、多元文化课程的建构

11建构的背景

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关系的变化以及人口的流动等

因素 ,使得国际化、全球化社会已经到来。当今社会日益呈

现多元文化的趋势 ,这种发展趋势不仅反映在社会生活方

式、政治经济运作和文化意识形态等方面 ,也反映在教育的

发展方面。同时 ,人类还共同面临着一系列的全球问题 ,如

大气污染、气候变暖、战争与疾病正在威胁着人类的生存。

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 ,这些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全世界人们

的积极合作与和平相处 ,而这又必须发展尊重和理解其他

国家文化的能力 ,我们要求得“共生的生态型教育 ”,其主

要途径就是要实行多元文化教育 ,实施多元文化的课程。

多元文化的趋势是随着西方少数民族文化的活跃和女

权运动的发展而日益呈现出来的。窦曼 —斯巴克 (Derman2
Spark, L. , 2000)等人在解释美国的早期教育向多元文化

方向发展时作了这样的阐述 :“我们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

家 ,拥有各种不同的种族、文化、宗教、阶层、生活风格和历

史。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利在‘生活、自由和追求幸

福 ’等方面获得‘不可剥夺的权利 ’,为此 ,我们曾爆发了独

立战争 ,但是我们尚未做到人人平等 ⋯⋯当许多儿童成了

种族主义和其他歧视主义的受害者并生活在贫穷中时 ,教

育者该如何担负起充分开发每个儿童的潜能 ,使之将来能

成为有效行使民主社会职责的成员并承担这样的重任呢 ?

教育者又将如何在应对人们的文化差异的同时 ,又要形成

建立统一的国家所需要的共同的基础 ?”[ 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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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国如此 ,何况整个世界 ? 世界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客

观存在 ,这已为世人所共识。社会现代化的发展又大大加

速了全球化的进程 ,全球化进一步促进了文化的多元性。

多元文化主义坚持文化的多样性和差异性 ,强调建构多元

文化的教育环境 ,培养所有学生进入多元文化世界的适应

力与发展力 ,因而要求对一元文化课程予以改造 ,发展新型

的多元文化课程。[ 3 ]

21一元文化课程的解构

一元文化课程是一种“主流中心的课程 ”,这是一种以

占主导地位的民族的文化、历史、立场和经验为中心而设置

的课程。[ 4 ]一元文化课程有着悠久的历史 ,其影响也是根

深蒂固的 ,然而其消极影响也越来越为人们所发现了。首

先 ,它忽视或歪曲了非主流文化的历史、传统和观念 ,容易

引起民族歧视和民族矛盾 ;其次 ,它还会使主流文化群错误

地形成自身的优越感 ,使他们丧失了从其他民族的文化知

识、观念中获益的机会 ,同时不利于他们对自身文化的反省

和发展。多元文化主义者据此认为一元文化课程是一种课

程上的文化霸权 ,因而他们强烈要求改革现行的一元文化

课程 ,发展新型的多元文化课程以适应现代社会多元文化

发展的趋势。

31多元文化课程的建构

多元文化主义随着时代科技和文化的发展应运而生。

在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下 ,美国推进弱势民族和地球社会

教育的多元文化教育 ;英国提倡多元文化教育 ,强调确立多

元文化课程 ;法国推行理解教育 ;加拿大强调以双语主义为

前提的多元文化主义 ;澳大利亚推进异文化间的理解 ,奖励

多元文化态度的发展。

当然 ,作为新生事物的多元文化课程 ,国外学者对其理

解不尽相同 ,但大家都认为多元文化课程要包含对全人类

文化的了解和批判 ,要容纳区域内文化与区域间文化的理

解与和谐 ,要使全体学生在种族平等与差异中实现自我认

同和认同他人 ,要体现平等、公正的教育原则。

多元文化课程的主要目标就是要培养学生进入多元文

化世界的适应能力和生存发展的能力 ,促进所有学生知识、

技能和情感的发展 ,也就是要建构起一个多元文化的教育

环境 ,给每个学生提供文化选择的权利和机会 ,使其能够在

面对文化的多样性时理解并尊重所有族群包括非主流文化

族群的优秀传统 ,同时培养学生的批判、多元意识和增进相

互间的理解与包容。

在整个世界越来越倾向于“多元化 ”的同时 ,在学前教

育的学术领域 ,也有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逐渐放弃“非此即

彼”的取向 ,转而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 ,希望能提高效益并降

低风险。中国的幼教发展和改革 ,也经历了一条教育观念领

先、教育行为转变的艰辛历程。一个整合的、开放的、多元

的、以幼儿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和实践的学前教育体系正在

形成。中国幼儿园课程改革正呈现出多元化、个性化的态

势 ,多种形式的幼儿园课程格局逐步形成。其中 ,各种课程

方案的尝试 ,使幼儿园课程走向了容纳多种理论和扩展实践

经验的宽广大道。幼儿园活动整合课程、田野课程及探索性

主题活动等是这一时期幼儿园课程改革实践的典型。

二、对多元文化课程的反思和应对策略

11关于多元文化课程的反思

正在多元文化课程理念蓬勃发展的同时 ,对多元文化

课程的根基 ———“多元文化主义 ”的诘难也接踵而至。有

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将错综复杂的社会问题简单化为“文

化问题 ”,进而幻想通过“文化展示 ”消除根源于生存竞争

的族群矛盾 ,结果只能是乌托邦 ;还有人认为多元文化主义

否认了人类文化的先进性和落后性之分 ;甚至认为多元文

化反映的是一种静止的或僵死的文化观 ,它以允许各民族

保持自己的传统文化而阻碍文化的相互渗透 ,阻碍历史的

发展。

“多元文化 ”如何在增进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的同时又要维护社会成员思想行为的一致性 ,这也是让课

程在文化选择中左右为难的事。还有就是在多元文化课程

的实际设计上存在着困难 ,具体地说 ,如果我们为了克服文

化偏见而将所有的文化都纳入课程 ,必然导致课程容量过

大 ,导致学生负担过重 ,引起反感情绪 ,反而无法使各文化

间互相沟通和共存。

在我国 ,幼儿园多元文化课程改革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

需要我们不断地反思。首先是课程理念与课程实践的脱

节。如在理念上 ,人们提倡要尊重每一个幼儿的想法和兴

趣 ,但是实践中幼儿丰富的想象往往被无情地制止 ,幼儿的

想法得不到尊重 ,需要也无法得到满足。还存在着只注重

课程形式而失却课程精神的现象。课程改革的关键在于其

内在的精神实质 ,而不在其名称的花样翻新。

21应对策略

无论我们对多元文化持有什么态度 ,它已经在不自觉

中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和观念之中 ,并且影响着我们的课程

设置。陈时见曾说过 :“我们认为 ,文化两难问题既不是文

化自身固有的 ,也不是社会本身固有的 ,而是在人与社会、

人与人、人与自然的长期斗争、冲突、妥协以及融合中产生

和形成的 ,它是一个不断认识、不断建构的过程。”[ 5 ]现在

如何解决多元文化课程的两难 ,是我们必须致力于解决的

问题 ,下面就此问题作一些探讨。

(1)将“对话 ”作为一种有效的解决策略引入多元文化

的课程设计与实施中 ,是应对这一问题的有效措施。[ 6 ]对

话是指在课程的设计与实施过程中 ,要创造一个协商的环

境 ,通过对话 ,使学生的需求得以充分的表达 ,促进其建构

知识 ,筛选知识、发现个体间的差异并努力趋于相互理解。

我们提倡在课程的实施过程中采用多种方式运用对话。

(2)有学者提出在文化一元与多元的矛盾中保持适宜的

张力 ,即保持文化普遍性与特殊性的统一 ,共性与个性的统一。

这为我们卓有成效地进行课程文化选择提供了科学的认识论

和方法论。据此 ,可以认为 ,课程设置仍应以主流文化为主 ,但

多元文化的观点应渗透到学校全部的显性与隐性课程之中 ;

内容应反映人类所有的贡献 ,有助于学生全面理解非主流文

化 ,形成学生跨文化交往的知识、技能。要让学生立足于本民

族文化基础上 ,融入各种文化内容 ,进行批判性学习 ,从而获得

自我发展。这有利于在维护社会成员思想行为的一致性的同

时增进各文化间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下转第 35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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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于轨范之中 ,而与生活发生有机体之关系。⋯⋯未来之

学校 ,未来之教科书 ,未来之教学 ,必须建立在生活历上 ,始

可谓活的学校 ,活的教科书 ,活的教学。”⑧

从今天的角度来理解 ,学校课程应时时着眼社会生活

的发展进步与学生生活发展成长 ,选择能促进学生与时俱

进、可持续发展的内容 ,而决定内容逻辑的核心不是各门学

科的自身逻辑体系 ,而应是内隐的生活改善与发展、学生的

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学生学习生活发展成长逻辑 ,以及学

科综合逻辑、科技发现和发展的逻辑、学生身心发展的逻辑

等。理解这一点非常重要 ,因为如此 ,才可以正确把握“教

材是最基本的课程资源 ”,“教师是重要的课程资源 ”的含

义 ,才能真正做到时时处处保证新课程改革“活的学校、活

的教材、活的教学 ”的灵气。

时隔一年余 ,陶行知在《教学做合一下的教科书 》一文

中就教科书建设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对书的态度与编写使

用的主张。

理论上陶先生一是坚持 :“生活即教育 ,是生活便是教

育 ;不是生活便不是教育。⋯⋯没有生活做中心的书本是

死书本 ”⑨。坚持教学做合一 ,因为“教学做合一是生活现

象之说明 ,即是教育现象之说明。在生活里 ,对事说是做 ,

对己之长进说是学 ,对人之影响说是教。教学做只是一种

生活之三方面 ,而不是三个各不相谋的过程。同时 ,教学做

合一是生活法 ,也就是教育法。它的涵义是 :教的方法根据

学的方法 ;学的方法根据做的方法。事怎样做便怎样学 ,怎

样学便怎样教。教与学都以做为中心。⋯⋯‘做 ’含有下

列三个特征 : (一 )行动 ; (二 )思想 ; (三 )新价值之产生。

⋯⋯无做不学 ,无做不教 ,不能引导人做之书本 ,是假书

本 ”。⑩

文章的最后陶先生提出他设计用书计划实现的六个条

件 ,其中“各门专家中须有几位去接近小孩子 ,或毅然去当

几年中小学教员 ,一面实验 ,一面编几部教学做指导 ”、“现

在接近小孩子的中小学教师 ,须有许多位 ,各人开始研究一

门学科 ,待研究有得 ,可以编辑几部教学做指导 ”、“全民族

对于中国现代的无能教育 ,该有觉悟 ;对于教学做合一之理

论 ,该使之普遍实现 ”(5)
,尤其值得我们课改时思考。

陶行知系统的教科书建设思想 ,在新课程改革需要更

理性推进的今天 ,不仅教育部门自身应该认真思考 ,每年大

部分收入从小朋友那里来的出版部门也应该思考。在这

里 ,我们是否可以斗胆设想 :若陶先生生活指导用书计划的

宏愿得到尽早的实现 ,中国培养出自己的诺贝尔奖获得者 ,

为全人类贡献出像古代“四大发明 ”一样影响世界科技创

造发明的日子就不会远了 ;若陶先生生活指导用书计划的

宏愿得以实现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科教兴国战

略和人才强国战略 ”就能顺利实现 ,发展中的中国就会健

步地走上“创新性国家的发展道路 ”。

注释 :

①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756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年 5

月第 1版。

②　陶行知全集第 11卷第 595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1998

年 10月版。

③　陶行知全集第 3卷第 247～248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1991年 7月版。

④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27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年 5

月第 1版。

⑤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30～31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

年 5月第 1版。

⑥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464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年 5

月第 1版。

⑦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435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年 5

月第 1版。

⑧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320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年 5

月第 1版。

⑨⑩　陶行知教育文集第 389～402页 ,四川教育出版社 ,

2005年 5月第 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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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要用历史生态的眼光看待我国课程 (包括幼儿园

课程 )的改革和实践。我们的研究者或改革者 ,往往容易

基于“批判性 ”的观点看待问题 ,缺乏相应的“理解性和拯

救性 ”。虽然已经有人提出建设“课程 ———教育生活的共

同体 ”的观念 ,提出了所有人在建设课程共同体的过程中

“进行自我教育、学习自我教育并相互支持每一个体的自

我教育 ”的观念 ,但目前这些观念没有真正落实到课程的

实践当中去。我们期望研究者们站在尊重教育实践工作者

的立场上 ,和他们一起深入研究问题 ,以期探讨“争取更好

的共同生存发展空间 ”的可行性方案。

总之 ,在多元文化课程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会不断出

现这样那样的困难 ,我们要不断地认识 ,不断地解构并建构

更加完善的课程模式 ,而不是一味地批判和诘难。时代的

产物有一个产生和不断发展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我

们人类智慧的参与。我们的智慧指引着我们要用辩证的观

点看待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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