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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回望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走过的10年，有进展，有突破，也有困难，有阻力。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来 

看，历史的惯性、文化的锁定以及利益的博弈是影响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深入推进的3个主要因素，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需要打 

破路径依赖，实现路径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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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自2001年开始的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至今已有 10年。它是建国以来我国第八次大规 

模课程改革，也是涉及范围最广，牵涉人数最多，影 

响程度最深的一次课程改革。回望这 10年，基础教 

育领域确实出现了许多可喜的变化：课程结构更合 

理了，课堂更活跃了，师生关系更民主了，评价更多 

样化了⋯⋯但课改的深入推进也面临着重重困难。 

让人困惑的是，我国新课改前的中小学教育几乎成 

为众矢之的，而新课改的理念无不为广大教师、学 

校、学生和家长所欢欣鼓舞，如此背景下推进新课程 

改革，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众望所归的过程，但现 

实并不尽然。那么，一个显而易见的“好”要取代一个 

众所周知的“不好”为什么会这么难呢?这似乎和新 

制度经济学中路径依赖理论的核心追问颇为接近： 

为什么一种低效甚至是无效的制度会长期存在而 

很难被另一种高效率制度所取代?因此，我们不妨 

另辟蹊径，从路径依赖理论的视角来审视课程改革 

推进的深层困境，或许对我们重新思考课改能有新 

的启示。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原是用来描述技 

术变迁过程的自我强化、自我积累性质的，即是指由 

于某种原因首先发展起来的技术常常可以凭借占先 

的优势地位，利用巨大规模促成的单位成本降低，利 

用普遍流行等导致的学习效应和许多行为者采取相 

同技术产生的协调效应，致使它在市场上越来越流 

行，从而实现自我增强的良性循环。相反，更为优良 

的技术可能由于晚了一步，没有获得足够的跟随者， 

而陷入恶性循环，甚至“闭锁“(1ock—in)在某种被动 

状态，无从解脱。后来，道格拉斯·诺思把技术变迁的 

上述机制扩展到制度变迁中，用“路径依赖”来描述 

过去的绩效对现在和未来的强大影响力，即人们一 

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就好比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惯性 

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 

出去”，甚至被“锁定”在某种无效率的状态之下。应 

该说 ，制度在变迁过程中，都会有路径依赖的特征。 

新课改的推进，从根本上说就是通过课程的改革推 

进校本教研制度、课程评价制度、教科书制度等一系 

列制度的变革和创生，而在此过程中，历史的惯性、 

文化的锁定和利益的博弈都会使新课改陷入路径依 

赖，难以跳离。 

一

、历史的惯性 

路径依赖理论非常强调历史的重要性。“过去事 

件和过去事件导致的状态的影响应该是和现在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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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通过随机事件、影响和结果性的状态这样一 

个固定的关系链——我们可以清楚过去事件如何对 

未来事件产生影响。”⋯当然，路径依赖理论并不是 

鼓吹历史具有决定作用，而是强调每一事件都有它 

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过去尽管不决定现在和未来， 

但是现在是怎样在很大程度上跟过去一直是怎样直 

接相关。“路径依赖意味着，一旦某项改革不得不朝 

着某一路径前进，逆转成本就非常高。虽然存在其他 

可供选择的路径，但是，现有的制度会破坏试图逆转 

最初选择的行动。最好的比喻是一棵树，从相同的树 

干出发，然后出现很多不同的树枝。尽管一个爬树的 

人可以从一棵树枝爬到另一棵树枝，或者沿着树枝 

退下来，但是，爬树者最开始爬的那棵树枝是他最有 

可能沿着继续爬的树枝。”[z] 

目前，我国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面对的最 

大历史就是应试教育，换而言之，我国新课改推进的 

主要障碍来自于对应试教育的路径依赖，而且这一 

历史惯性太过强大，不可小视。我国的应试教育最早 

可以从科举制度中找到其渊源，而中国古代的科举 

制度产生于隋朝，经过唐代的发展，宋、元、明的演变 

日趋成熟 ，至清朝已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尽管到 

1905年已经退出历史舞台，但这种在历史上存在了 

1 300多年的科举制度，对我国封建社会乃至现在的 

教育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其悠久的历史和根深蒂 

固的教育观念以及与应试教育相适应的制度、习惯 

做法等都在很大程度上为新课改的推进固定了 “模 

式”、预设了轨道。尽管我国早在 20世纪 80年代中 

后期，一些有识之士已经预感到 “千军万马走独木 

桥”给中国和中国教育带来的危害，开始陆续提出推 

进“素质教育”、给学生“减负”、推行“主体性教育”和 

“创新教育”等诸多良策，但直至今 日，应试教育的影 

子仍然挥之不去。即使在新一轮课程改革举全社会 

之力的推动下，人们仍然会频生 “素质教育轰轰烈 

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感慨。当然 ，可能有新课 

改本身的问题，但应试教育在人类历史轨道上运转 

1 000多年后所积蓄的力量与惯性，显然是不可能在 
一 夜之间就嘎然而止。 

那么，这一路径依赖是如何形成的呢?它首先受 

报酬递增的制约，而报酬递增源于制度矩阵互相依 

赖所带来的成本投资、学习效应、协调效应和适应性 

预期。所谓成本投资是指设计一项制度需要大量的 

初始设置成本，而随着这项制度的推进，单位成本和 

追加成本都会下降；学习效应是指适应制度而产生 

的组织会抓住制度框架提供的获利机会；协调效应 

是指因为制度的产生而导致组织与组织之间产生的 

协调关系以及一系列正式规则或非正式规则的产 

生；而适应性预期是指随着以特定制度为基础的契 

约盛行，将减少这项制度持续下去的不确定性。当行 

为主体通过上述 4种方式得到收益递增时，很难从 

初始的条件中跳出来重新寻找新的路径，从而导致 

路径的锁定。具体就应试教育来说，经过 1 000多年 

的发展，其体系相对完善，具体运转不需要有太多的 

成本投入，相关组织、部门充分利用已有资源并最大 

限度地将现有制度优势发挥到极致，而且应试教育 

的长期运转，各组织之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协作经 

验，不同教育职能部门的责权非常明确且能各司其 

职，更重要的是，经过长期的论证和尝试，应试教育 

实施的结果基本是预期的、确定的(尽管其结果有些 

坏，但新课改带来的结果不一定就那么好)。这样一 

来，应试教育既不需要有过多的后期投入，且组织之 

间能有机协调，带来的预期效益也是非常确定的，而 

新课改的推进，不仅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而且组织 

之间短时间内很难较好协作，最后的收益也充满了 

不确定性。尤其对课程改革的核心力量——广大教 

师来说，应试教育那一套于起来可谓轻车熟路，得心 

应手，而实施新课程则需要教师转变角色、需要教师 

终身学习、专业成长等等。放弃他们几十年来一直 

“屡试不爽”的“得分法宝”，让他们“另起炉灶”“白手 

起家”，去开始一项收益并不明显并充满不确定性的 

改革，他们宁愿选择沿着原有的轨道继续运行。从这 

个意义上说 ，新课改想要突破如此顽固的应试教育 

的锁定，就不是一个简单地通过加强教师培训、改革 

课程内容、课程评价等就能轻易改变的，变革它的成 

本会高昂到足以阻止变革本身[ 。 

二、文化的锁定 

如果说应试教育是当前课程改革的内在依赖路 

径，即教育本身的路径依赖(这可看作是一种内生性 

依赖，主要是“惯性”)，那么悠久的文化传统也为当 

前的课改设定了外在依赖路径。“我们的社会演化到 

今天，我们的文化传统，我们的信仰体系，这一切都 

是根本性的制约因素，我们必须仍然考虑这些制约 

因素。你过去是怎么走过来的，你的过渡是怎么进行 

的。我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一切。这样，才能很清楚未 

来面对的制约因素，选择我们有哪些机会。” 这意 

味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顺利推进除了要克服应试 

教育本身带来的历史惯性，还要特别关注传统文化 

对课程改革的影响。 

中国传统文化中“求稳”的心理使得人们不太愿 

意参与到改革中来。我国传统文化是在相对封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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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环境下，以农耕经济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东亚 

大陆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和地理生态环境，既孕育 

了华夏民族以农耕经济为主体的经济形态，也滋生 

了人们求稳定的农业文化心态。在农业社会中，人们 

满足于维持简单再生产 ，缺乏扩大社会再生产的能 

力，因而社会运行缓慢迟滞。在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很容易滋生永恒意识，认为世界是悠久的、静止的。 

反映在精英文化中，则是求久的观念。《易传》所谓 

“可久可大”，《中庸》所谓“悠久成物”，《老子》所谓 

“天长地久”、“根深蒂固长生久视”，董仲舒提出“天 

下变，道亦不变”，孔子教导人“乐天知命”，并且说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木秀于林，风必摧之；行高 

于众，人必谤之”，“祖宗之法不可变”都是这种观念 

的典型表达。反映在民问心态中，便是对用具追求 

“经久耐用”，对统治方式希望稳定守常，对家族祈求 

延绵永远。知足常乐、习故蹈常、好常恶变、以不变应 

万变是中国人普通的文化心理。这种心理在很大程 

度上影响着人们对新课改的接纳与参与。此次课改 

力度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是前所未有的。绝大 

部分教育工作者都积极投身到改革的热潮中，但也 

有为数不少的人拒绝、排斥、阻抗新课程改革 ，这与 

中国人固守传统、因循守旧、保守知足的文化心理不 

无联系。中国人习惯、满足已有的现状，不喜变、不思 

变、不求变更不善变。他们担心一“动”就会“乱”，所 

以“以不变应万变”是最佳行为策略。文化的封闭性、 

自我性和排他性不仅使得自身失去了活力和变革基 

因，也使得中国教育保守有余而创新不足，从而使课 

程改革很难在短期内迈出实质性步伐。 

另外，中国传统文化一直注重“大我”，这使得我 

国新课改所提倡的个性化追求、以学生为本的美好 

理念很难真正落实。中国几千年来一直重人伦、重整 

体，人们习惯在“大我”，甚至“无我”的集群化共同体 

或等级共同体中生活。从儒家的 “修己以安人”“克 

己复礼为仁”，到墨家的“兼爱”与“尚同”，法家的“废 

私”再到后来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极小，失节 

事极大”“群体至上”的价值倾向和群体认同感得到 

了不断的强化和确认。在此过程中，尽管也提到了个 

人，也论及人的主体性，但主体性从来就不意味着 

“具有坚强的主体性格的自由自在的个性 (黑格尔 

语)，而只是体现为一种类主体性，即作为一个族类 

而非个体面对作为对象的自然界时的自我确认、自 

我张扬。个人被规定在与他者的关系中，人们总是通 

过“他者”来认识自己，人生的意义就是向整体性的 

自觉依附和归顺，自觉地奉献于群体的目标。如仁、 

义、礼、智、信、忠、敬、孝、悌、慈、友、惠、诚等人伦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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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基本上都强调个体置身社会人伦关系之中对于 

他者的义务，缺乏对独立个体生命的伦理关照。难怪 

有人慨叹：“中国文化最大之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 

发现这一点上。” 可见，在个人与社会、个性与群 

性关系的处理上，中国注重人在“仁”“礼”中的伦理 

政治性社会存在，“个人”“个性”“自我”在中国传统 

文化中的生长空间是非常有限的。而学生主体性的 

发挥、个性的张扬、创造性的培养等，这些恰恰是新 

课改所极力倡导的，但因为传统文化的路径锁定，其 

变革也就不可能那么一帆风顺。 

三、利益的博弈 

改革是多元利益主体博弈的结果，其形成的利 

益格局也影响着不同利益集团对改革的态度。路径 

依赖理论表明，各项制度都与特定的利益集团相关 

联。为了确保 自己的利益，各集团都会有意或无意地 

对制度进行“修饰”或“改写”，尤其是获益集团，为了 

保护自己的利益不受损害，会想办法“美化”ilaN度， 

造成制度描述的失真以及制度落实过程中的 “偷工 

减料”甚至与新制度初衷背道而驰。可见，行动者是 

选择既定制度还是放弃原有制度，是视哪一种选择 

蕴涵的预期收益率更高而定的，实现利益的最大化 

成为左右制度选择的根本原因。因此，那些现存制度 

的既得利益者将主要按他们的利益来决定改革进 

程，选择已有的制度会获利更高的预期使他们对现 

存路径有着强烈的要求，于是，他们力求巩固现有 

制度，极力阻碍选择新的路径，哪怕新的体制更有 

效率。 

就我国基础教育来看，经过长期的发展基本形 

成了固有的发展模式，并由此衍生出了该体系或制 

度框架内的既得利益者或压力集团，对他们而言，此 

时的改革意味着既得利益的重新调整与分配，意味 

着已有的优势甚至强势地位将变成弱势或者根本就 

无任何势利可言，在此背景下，他们会本能地抵制课 

程改革，会找出足够的理由来否定改革的合理性和 

必要性。以新课改所提倡的校本教研制度建设为例， 

它要求实现研究中心从专门的教研机构向学校的转 

移，教师就是研究者，学校就是研究机构，这对真正 

解决教育教学实际问题无疑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 

障。但它对体系已经非常完备的各级教研机构、对为 

数众多的教研员是一个极大挑战，挑战不仅来自于 

角色与职能的转变，更关键的是它极有可能触及很 

大一部分人的利益需求，会动摇相关机构、部门、人 

员的已有地位。在这种背景下，要促进校本教研制度 

的建设，当然就不是一个简单地加强和完善制度建 



设本身的问题。还比如，新课程改革要求加强教科书 

管理制度的配套改革，试想，教科书的出版、发行是 

条多大的利益链条，改革要触动已有的利益格局，这 

必然是一个难上加难的事情。 

而对广大中小学教师来说，他们不一定都是原 

有制度的既得利益者，但他们会出于对未来利益不 

确定性的担忧而抵制课改。根据西蒙提出的“满意原 

则”，个体不是想得到最大报酬，而是想获得满意。也 

就是说，个体的行为原则是在一定条件下的策略集 

中找到了一个满意解。在不可能达到最优选择的情 

况下，或者在计算成本太高的情况下，个体会寻找一 

个满意的而不是最优的选择。新课改要求教师们改 

变习以为常的教学方式、丢掉早就滚瓜烂熟的课本， 

重新学习新知识，重新扮演新角色，重新熟悉新教 

材，重新审视师生关系⋯⋯总之，需要教师有更多的 

初始投入，而课堂教学改革未来的结果却难以准确 

预测 (尽管我们坚信课程改革的很多理念都是非常 

好的，但这都不能代表结果一定美满，而且事实上， 

课改的最终结果根本无法立马从学生身上得到及时 

体现)，显然，那些对眼前感到很舒适的教师不愿为 

他们不理解、不清楚、不确定的未来而进行改革。他 

们宁愿停留在某种已知的不足，也不愿为不确定的 

未来冒险。在此意义上，选择回到应试教育的老路尽 

管不是最优选择，但一定程度上却成为了老师们最 

满意的选择。 

路径依赖理论的确从某个角度阐释了课改陷人 

困难的深层原因，但这并不意味着路径依赖是“命中 

注定”且不可避免的，也不意味着改革在陷入路径闭 

锁后就完全无法改变。倘若如此，历史就成了时间的 

重复上演，改革就无任何意义可言了，教育乃至整个 

社会也就无所谓发展的可能了。所以，改革，包括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一方面必须要面对和正视路径锁 

定的必然性，而另一方面又必须觉察并尽可能去打 

破路径锁定，这既是改革的应有之义，也是改革的必 

然选择。但究竟如何打破路径闭锁、实现路径替代与 

创新，这确实是一个有待继续深入探讨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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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Path Dependence of Curriculum Re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LIU Li·qun，CHEN L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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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Curriculum reformation of basic education in our country has been carried out for ten years．If we take a 

look at this period，there is full of breakthrough， progress，difficulties，resistance．It is the history inertia， culture locked 

and game between interests that influence and advance curriculum reform ation successfully and deeply according to the path 

dependence theory from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But how to break down the path dependence and carry out the ere— 

ation of new one are the true breakthrough for promoting curriculum reform ation successful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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