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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变革中的“迷失’’与“回 
— — 家长参与“课程学习共同体”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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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变革之父 Lewin认为，在诱发变革的过程中，I 

“削弱限制力量是一种比增强驱动力量更好的途径，因为 l 

它们能使情境中驱动力量更加自然地发挥作用”。其中，i 

“限制力量”可以理解为包括对课程改革持反对态度的家 

长在内的阻碍因素Ⅲ。《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指出翻：{ 

“建立教育部门、家长以及社会各界有效参与课程建设与 I 

学习管理制度。”如果能将家长纳入到“课程共同体”中，i 

邀请其参与到课程改革的计划、执行和考核中，破除学校 J 

“黑箱”操作，增加对话和发表意见的机会，文中提到的 l 

“限制力量”才有希望“削弱”。 l 
一

、 课程内涵的演变呼唤家长参与“学习共同体” ： 

“课程”一词产生于公元 1820年，一个世纪之后才开 j 

始为专业学者所用。按照《教育大辞典》中对课程的定义 l 

(为实现学校教育目标而选择的教育内容的总和，包括学 I 

校所教各门学科和有 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课外活动) 

来看，课程只能是在学校这个封闭的环境中实施的，实施 l 

者局限于学校的教师，目的也只是为了实现学校教育目I 

标；《中国大百科全书·教育卷》中“学生在教师指导下各 J 

种活动的总和”就将课程的内容扩展到活动和经验，执行 』 

者的外延也更宽广；在 1970年发表的《实践：课程的语 l 

言》一文中，施瓦布提出：“只有课程事业在总体上从理论 l 

追求(追求 目标原理 、寻求稳定的程序和不变的因素等) 

转向其他三种操作模式后，课程领域才将有一次新的复 l 

兴，这三种操作模式是实践、准实践和折中。” 而直接对 J 

家长参与课程进行召唤的要数 1979年美国学者艾斯纳 1 

(Eisner)对“虚无课程”的界定——学生应该学但学校却 

没有提供的内容[51。 l 

二、家长参与“课程学习共同体”的西方经验 I 

为了让更多的家庭成员与社会逐步认识家长是教育 

的重要参与者，并积极参与到学校教育中来，西方各国纷 I 

纷采取了以下措施。 1 

1．调动家长的参与积极性。加拿大埃德蒙顿公共教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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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和多元文化主义家庭工作委员会在 1985～1986学年提 

出了多元文化家庭教育计划，旨在学校和新移民的家庭 

教育之间进行联系，使更多的家庭父母开始参与到课堂 
同
。 

2．充分利用家长作为课程教学资源。美国新泽西州 

矿山学区各校都建立了家长教育资源库，并在每个年级 

都配备一名家长志愿者协调员，他们建立了“家长志愿者 

协调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主要是首先沟通教师需要 

什么样的教育资源，然后帮助他们和一名具有该方面才 

能的家长取得联系；英国部分学校专门从家长中招聘课 

堂教学的协助人员，又称为 “学习支持助手”(Learning 

Supporting Assitant)，帮助教师收费、监考、影印文件、回复 

电子邮件等，有的专业教学助手还需要先学习相关的国 

家职业资格课程，取得基本的从业资格之后，才能担任m。 

3．重视家长参与课程项目的开发。其全国合作学校 

网(National Network of Partnership Schoo1)发展了6种父 

母参与课程教学的手段，学校可以依次决定自己的指导 

方针，其中包括学校帮助家庭教育和培育孩子的技能、和 

各个家庭交流学校的课程IS]。英国潘格林幼教中心的“让 

家长参与儿童学习”项目，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也是促进家 

长参与儿童课程的一种举措。 

三、中国家长参与课程的“迷失” 

1．家长认知模糊与偏差 

虽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多次，但许多家长并 

未认识到参与课程活动是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而是将自 

己定位为教育的支持者和参与者。这是导致家长负效参 

与或者不参与，对课程改革及新课程冷淡，或旁观，抑或 

阻挠的自身原因。他们中有些人受传统社会行为取向的 

影响，过度夸大了教师的权威，认为课程改革是学校教师 

的职责，自己只需负责孩子的日常生活；有些家长心有 

余，但碍于自己的知识文化水平有限，社会地位低，缺乏 

参与课程改革的自信心和自我效能感；有些家长则片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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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将陪孩子完成、检查、订正家庭作业视为参与课程的主 I 

要甚至是唯一途径。 1 

另外，还有一些本身对课程改革持排斥心理的家长，{ 

认为课程改革中提倡的“素质教育”、“综合实践”就是让 ： 

孩子“多玩少学”。用上课学书本知识的时间来搞活动，荒 l 

废了学业，直接导致学生的升学分数下降，耽误了孩子的 { 

未来发展。产生此种想法的根源在于他们将课改实施过 I 

程中出现的一些矛盾简单地归纳为课程改革的终极弊 l 

端，当预期与表象出现落差时，家长群体便对课程改革产 I 

生无限的怀疑和否定的价值判断。 } 

2．教育系统内部的排斥 

在课程变革的过程中，改革者更多地关注包括教学 l 

形式、教学风格、学校教学管理模式、学生学习方式等教 1 

育系统内部诸要素之间的重组、协调与变革，在很大程度 { 

上淡化甚至忽略了教育系统之外与改革密切相关的利益 ： 

群体的价值诉求[91。而基础教育改革的实践已经向世人证 I 

明，恰恰是这些教育系统之外的利益相关体在很大程度 l 

上影响并制约着改革预期目标的达成，在这些利益相关 l 

体当中，家长就是其重要组成部分。 l 

3．行为的偏离与脱轨 I 
“行为源于认知”。错误的价值观必将导致行为的偏 l 

离与缺失。正是由于家长认知的偏差和教育系统内部的 - 

排外，才会导致当前课程改革背景下家长参与中的困境。l 

首先，在与学校沟通方面，家长处于极其被动的地 I 

位。以无锡市新区某小学为例，该校教师与家长沟通课程 f 

的过程中常常遇到此类尴尬场面：老师诚心邀请家长参 

与课堂中进行听课、评课，家长推三阻四，找各种理由拒 l 

绝。久而久之，老师也不再发出邀请。 J 

其次，教师作为新课程的直接实施者，由于其对家长 ： 

参与的懈怠，导致有些教师虽然课程改革搞得有声有色、I 

效果显著，但很少或者几乎不鼓励、邀请家长参与到课堂 J 

中，取而代之的是利用家校通发布家庭作业、让家长在联 l 

系册上签字等这些无计划、浅层次的参与。这样就造成了 ： 

家长对课程改革价值认知和理解的匮乏。 l 

最后，家长与学校课改背道而驰。学生在学校学习着 I 

“素质教育”课程，周末或者节假日家长却使出“浑身解 { 

数”，“逼迫”孩子去参加各种辅导班、补习班，积极地向应 l 

试教育靠拢。 1 

四、家长职责的“回归” I 

如前文所述，课程改革作为一个系统工程，这个工程 

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不仅要求学校、教育行政部门等内部 l 

系统的消化与分解，更需要社会、社区等外部系统的支持I 

与监督；不仅需要专家、教师的深入研究与实践，更需要 l 

家长等社会团体的密切配合㈣。其次，如果说教师在课程 ： 

变革中的发言权来自于他对实际教学工作和儿童实际情 J 

况的了解，那么从家长既是儿童的生育者和养育者，又是 

监护人与教育者上来看，他们更是名副其实的儿童生活 

的见证人，理应成为儿童所学习课程的参与者。因此，家 

长参与课程变革职责的回归不论对课程改革本身还是对 

学生、家长来说都迫在眉睫。 

1．理念层面：正视课程改革端正合作态度 

作为家长，首先要更新观念，正视课程改革，明确促 

进学生更好地发展是促进课程改革的宗旨，摒弃传统的 

只看重学生分数和只通过升学率这一单一指标来评价一 

个学校或者一个班级优劣，通过查阅相关书籍或者到学 

校了解对课程变革的新理念，多一些理解与配合，少一点 

抵触与排斥。其次，家长本身要树立参与课程的自信心， 

不要因为自己的教育水平或者社会地位不高就不敢参与 

到学校教学中。家长必须要面对当下的教育现实，充分认 

识到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了解学校的各项课程变革措施， 

清楚学校教育自己子女的方式并对此作出反应，任何退 

缩、推诿和逃避都无助于子女达到其所期望的学习成果。 

最后，家长应该认识到与学校合作是实现课程变革参与 

的最主要也是最基本途径。只有与学校积极合作才能获 

得有关学校教育的最新资讯并能积极参与到学校课程变 

革中，共同为子女的全面健康发展而努力。 

当然，要想实现家长参与课程改革职责的回归，仅仅 

依靠家长观念的更新是不够的。有些学校本身对家长参 

与很排斥，认为课程变革是学校 自己的事情，不需要家长 

掺和进来，况且由于家长水平参差不齐，有可能产生事倍 

功半的后果。这就需要学校等教育机构要正视课程改革， 

认识到课程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是需要家长、专家、教 

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的。作为教师，要积极与家 

长进行沟通，及时地将学校关于课程变革、课程安排、课 

程实施以及课程效果与家长分享，让家长对此提出自己 

的建议或者是有利于课程更好开展下去的信息与资料。 

2．实践层面：建立“课堂——家庭”互动模式 

长期以来，在课程实施过程中最普遍采用的是专家 

模式，这里的专家是指研究课程的学者和学校的教师而 

不包括家长在内。在这种模式当中，教师对课程有绝对的 

决定与自主权，家长最多是学校教育的一种咨询工具。因 

此，这种模式是不利于建立家长和教师之间的真正合作 

关系的，因为家长在这种模式当中很少主动关心孩子的 

学校生活，除了家庭作业的完成情况，教师也很少过问孩 

子的家庭教育，造成教师极少真正了解学生的个性和学 

生内心的真正需要，同时使学生也无法在家庭中得到良 

好的教育和辅导[111。所以，这种专家模式是不能适应知识 

经济时代的需要，知识经济时代是学习型社会，这意味着 

学习已经不再是少数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及每个人终 

生的事情。教育不仅仅是学校的教育，更包括家庭、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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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非正规的一切教育。所以本文介绍的“课堂——家庭”I 

互动模式包括以下两个内容。 i 

(1)将课堂所学延伸到家庭及生活中去 f 

现在很多学校在实施新课程时，将学校作为主阵地 

甚至是唯一阵地，在学校同学们学得热火朝天、津津有 I 

味，但回到家之后就将学校所学抛之脑后，家长对孩子在 I 

学校所学一无所知，即使想要了解有关新课程内容也不 J 

知从何问起。这直接导致学校与家庭就学习课程问题无 1 

法及时沟通和协调，使得新课程无法真正渗透到学生生 I 

活的三维空间(学校、家庭、社会)，当然也无法真正贯彻 I 

新课程改革所说的全面发展个体的宗旨。 

基于此，将课堂所学延伸到家庭中去，让家长也参与 I 

到新课程中来就显得十分必要。一方面学校教师要积极 I 

联系家长对子女结合日常生活有针对性地进行知识教 j 

育；另一方面家长要认真配合学校布置的“亲子学习”任 

务，切忌敷衍和无视。无锡市某小学数学老师在讲到《角》l 

这一章节的时候，跟家长沟通，“让其利用空闲时间帮助 I 

孩子学习和理解角这个概念，最好用生活的例子。”第二 f 

天同学们在课堂上举出各种各样“成角”的事物 ，对角的 f 

认识更加深刻。如果教师经常布置此类的“亲子作业”，既 l 

让学生在家庭生活中学到知识，又让家长对新课程有接 l 

触和认知，还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亲子关系。 

当然，这是针对“正式课程”而言。教师也可以鼓励家 I 

长与孩子一起参与非正式课程或者潜在课程。比如与家 1 

长谈一谈书画展览、运动会、文艺演出之后的感想；与家 f 

长探讨学校的制度有哪些不合理等等。如华中师范大学 ： 

附属小学的教师很重视引领学生到家庭中去实践 ，他 I 

们布置如“设计家庭一日菜谱”、请学生参与家庭居室的 ； 

装修设计、电路设计、小发明创造等。通过学生的记录报 

告和家长反映，很多学生在这些家庭活动中得到了家长 I 

的支持和配合，通过参与活动，孩子们也产生了很大的成 J 

就感，增强了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了自信心，有利于新 l 

课程的开展与实施。 ： 

(2)将家长资源引到课堂当中来 I 

新课程改革的实施需要取得社会的广泛理解与支 』 

持，学生家长恰恰就是社会的直接相关者。课堂中的新课 1 

程实施有其空间的局限性，而且书本上抽象的知识有些 { 

与学生的生活有距离，所以我们应该借鉴西方的优秀经 l 

验，聚集有能力、有精力并且愿意参与到课程中来的家 I 

长，建立“家长教育资源室”，当教师在课程中需要家长参 ： 

与或者家长资源的时候，就可以通过“资源室”来进行协 l 

调，让家长真正利用空余时间参与到课堂的课程教学中』 

来，利用自己的职业特点和自身特长为新课程“助跑”。四 l 

川一所小学围绕“生活是学生的教科书”这一主题，与家 ： 

长课改室进行协商，制定了“学校周围路段学习方案”，在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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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和在该路段工作的家长的带领下，学生按照自己的 

喜好去识字、纠正错别字，欣赏对联、招牌，还有的以调 

查、访问、查阅资料等方式了解周围建筑的历史i”】。 

当然“课堂——家庭”互动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模式，该模式有其实践基础：要求家长为孩子营造学习型 

家庭。学习型家庭包括学习的家庭和家庭的学习两大构 

成要素，而只有家长与子女的共同学习才会营造出学习 

的家庭。通过构建学习型的家庭，家长能改变自我，树立 

正确的 、̂才砚，转变教育彳亍为和态度，形成正确的教育观 。其 

次，该模式要求教师具有较高的素质，愿意将课堂所教所 

学与家长进行沟通，对家长参与新课程持有肯定态度 ，并 

积极开辟家长参与的途径与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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