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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控制与被控制的教育环境中，师生的生活内容、生活面貌和生活状态往往是由控制方决定的，

尽管每个个体都有主观能动性，但如果没有超越控制关系的智慧和勇气，很难有自己的生活。控制

关系往往又与权力集中、计划体制相联系，产出的是单一供给、分配原则。 

    “深综改”时期的课程改革已经打破了这一局面。其实，在本世纪初破局就已经开始了，具体

表现是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体系，地方和校本课程学时总量约占 16%-20%。这项

改革具有划时代意义，因为它打破了国家单一供给的局面，给地方和学校以一定的课程自主权，这

是基于需求导向的课程改革的开始。那么，如何理解这场由权力结构调整带来的需求取向的课改？

如何适应？具体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与行动。 

    第一，解决课程领域的主要矛盾。随着教育的发展和人们对成才观念的转变，课程领域的主要

矛盾表现为学校课程供给的低效、单一、有限与家长、学生对于课程的高效、多元、多样化的需求

之间的矛盾。对于“高效”的需求表现为：在同等的学程里，希望实施课程的效果更好，实际获得

更值，这就需要由浅层学习导向深层学习。对于“多元”的需求表现为：既有达成共同基础过程中

的“补足性需求”，也有延拓共同基础的“拓展性需求”，还有发展个性方面的“差异性需求”，这

构成了课程需求的三个层级。“补足性需求满足”方面，可以开设补习课程来实现；“拓展性需求满

足”方面，可以开设基于国家课程结构与内容的拓展课程，类似“1+X”课程；“差异性需求满足”

方面，则需要开展课程需求调研，从学生的兴趣、爱好、特长、理想、职业取向等方面设计课程。

对于“多样化”的需求表现为：课程门类丰富，课程内容贴近生产生活和学生实际，课程实施方式

灵活多样，课程可选。在某种意义上，课程需求满足的程度成为学校课程建设水平高低的重要指标。 

    第二，适应当今社会的多种形态。需求导向也是一种变量导向，其中“时代和未来的社会形态”

这个宏观变量首先要考虑进去。当今和未来较长时间呈现“4+2”的社会形态，即市场经济体制社

会、城乡一体化社会、信息技术变革社会、世界互联社会、环境友好型社会、资源节约型社会。社

会形态直接影响人的生存和生活状态，也定义人才的特征与品质。例如：市场经济体制社会需要人

们具有市场眼光、金融素养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乡村子弟与城镇子弟共处一校、一班时，课程供

给和实施的样态都需要发生变化；信息技术变革和互联社会将原来单一的生活变成了线上线下生

活，多出了一个虚拟世界；现在和未来的人都要具备环境友好与资源节约意识。为此，课程改革要

把培养能适应这些社会形态的人及人才作为培养目标之一，开发和实施相关课程，在既有课程中关

注学生的新特征，渗透相关的社会学思想。 

    第三，将控制关系引向供求关系与服务关系。控制与被控制关系多倾向于单向度传递，双向互

动关系弱，这是本次课改之前的课程面貌。需求导向引导的是供求双方动态的双向互动关系，是这

次课改所追求的一种新型课程关系，具体表现为课程供给侧与课程需求侧的关系，而从供给主体的

职责来看，又表现为一种服务关系。课程供求关系的发力点在供给侧，但发力的方向则在需求侧。

由此观之，学校的课程方案一定是在课程需求调研基础上的方案。可惜的是，许多学校的课程方案

文本里并没有需求调研的影子，也没有相关的附件，显然这样的课改是走形式的。从服务关系的角

度看，就可以定性为服务质量的课改。 

    当课程改革者真正了解了学生、家庭、社会的课程需求，才能结合自身课程条件搞“精准课改”，

才能为学生量身订制课程，才能缓解课程领域的主要矛盾，才真正转变了课改作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