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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课 程综合化是一种包含人类对整个世界的重新认识 ,对 科学、技术、人、社会、环境及其相互作用的再思

考 ,同 时 9包 含 了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的整合 ,课 程实施与课程学习、课程实施者与课程学习者的统一的一种课程理

念和原则。综合课程是这种思想原则在教学实践 中最主要的体现。综合课程有多种模式 ,高 校在选择综合课程时

须考虑本校的具体情况和社会的需要 ,并 处理好与分科课程的关系。为了保障综合课程的实施 ,高 校必须建立一

支 良好的教师队伍。同时搞好相关的配套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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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课程综合化与综合课程

课程综合化思想萌芽于 19世 纪中期 ,到 20世

纪 50年代以后 ,逐渐成为了一种新的课程理念和课

程改革潮流。尽管课程综合化思想源远流长 ,但对

于它的内涵 ,学术界一直未能统一认识。有的学者

认为,课程综合化就是强调各个学科领域之间的联

系和一致性 ,避免过早地或过分地强调各个领域的

区别和界限,从而防止各个领域之间彼此孤立、相互

重复或脱节的隔离状态的一种课程设计理念和原则

匚1彐 (15-21页 )。 也有学者认为课程综合化应当包括

三个方面的含义 ,即 课程目标的综合化、课程形态的

综合化和课程学习方式的综合化匚2彐 (妮一妈页)。 还

有学者认为 ,课程综合化是为实现人才培养目标与

传统课程进行优化综合 ,并将不同学科课程的内容

交叉组合 ,从而构建成具有综合性的新的课程。它

既包括课程体系和课程设置的综合化 ,即 合理组织

与编排课程知识 ,构 建合科课程、融合课程、广域课

程 ,也包括课程自身内容的综合化 ,即针对课程内容

既做加法 ,又做减法 ,删 除陈旧落后的内容 ,吸纳现

代科技的新知识新成果匚3彐 (四一四页)。 另外 ,深圳

大学高教研究所的许建领研究员在批判继承前人研

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课程综合化的内涵做出了一个

比较全面的界定 ,他认为 ,课程综合化的内涵应当包

括五个方面。第一 ,它是在高层次上对学科分化和

课程分科的超越 ,以 及由此造成的课程三方面分离

的纠偏。第二 ,它是学科分化或专门化与综合化的

辩证统一。第三 ,它不仅是课程结构的综合 ,也是课

程内容的综合 ;不仅是学生知识结构的综合 ,也是其

思维结构、价值观念结构的综合。第四,它是目标与

过程的统一。第五 ,课程综合化改革是一项系统工

程 ,社会要求与学习者需要的复杂性决定了课程改

革的复杂性与艰巨性匚4彐 (48-53页 )。

以上定义虽然立足点不同,因 而对课程综合化

的认识也不同,但都蕴涵了一些相同的因素 ,如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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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的整合、强调学科联系等。由此我们可以得到

启示 :课程综合化不仅包含了人类对整个世界的重

新认识 ,对科学、技术、人、社会、环境及其相互作用

的再思考 ,而且还涉及到课程 目标、课程内容的整合

以及课程实施与课程学习、课程实施者与课程学习

者的整合。

课程综合化作为一种理念和原则 ,它 必须通过

现实载体表现出来 ,综合课程便是其载体之一 ,也是

其中最主要的载体。判断一个科 目是否是综合课

程 ,主要是看学习方式的设计是否强调各学科相互

联系地加以学习 ,是 否强调各学科领域之间的联系

和一致性 ,从而避免了各学科领域之间相互孤立、彼

此脱节的隔离状态。与分科课程相比,综合课程在

整体性、灵活性、同构性、开放性、集中性等方面都是

分科课程所无法 比拟的。因此 ,课程综合化改革的

核心就在于开发、建设符合本校校情的综合课程 ,并

付诸实践 ,从而使综合课程的优越性得到最大程度

地发挥。

二 高校课程综合化是高校课程改革的必然趋

势

(一 )高校课程综合化改革具有历史必然性

19世纪中期 ,工业的发展导致了分工的 日益精

细 ,并 深人到生产过程 内部 ,进 而导致人的片面发

展 ,即 体力与精神的相分离 ,认知与情感的相分离 ,

科学与人文的相分离。与之相对应 ,大学在社会所

要求的科学化与职业化的指引下 ,出 现过细的分科

分类 ,专业按学科分类和社会行业分类设置 ,肢解了

知识的整体性。在这种背景下 ,⒛ 世纪 5O年代 ,欧

美国家高等教育领域在科学发展观和认知心理学基

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课程观念和课程改革潮流 ,这

便是课程综合化改革。其代表人物是齐勒 ,他创造

性地提出了以历史、文学、宗教为中心的
“
学科综合

法
”
,从而开创了课程综合化理论的先河。后来 ,由

于自由教育(Liberal education)和 通才教育 (Generˉ

al education)思 想的传播和被广泛认 同 ,课 程综合

化得到进一步发展。

现在是人类历史上生产力发展最为迅速的时

代 ,但同时也是充满问题的时代。战争浩劫、环境污

染、人 口爆炸、生态失衡、能源短缺等一系列社会实

际问题困扰着人们。这些问题的解决 ,涉及到经济

学、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生态学等多门学科的理

论。因此 ,综合性知识和综合解决问题 的能力获得

已成为了现代社会对 国民素质的基本要求。同时 ,

未来社会是一个富于创造的社会 ,职业转换将是经

常性的 ,职业要求将是不断变化的。因而 ,教育培养

的人才如要较快适应主攻方 向和行业转换的要求 ,

就必须掌握广博的综合性知识 ,具有综合概括和协

作攻关能力。而课程综合化正是这一历史召唤的应

对。

(二 )高校课程综合改革具有现实紧迫性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 ,计划

经济体制下所设置的课程 已 日益显现 出内在的弊

病。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l。 文理分家 ,老死不相往来

文理分科 自高中就开始了 ,高 中文科可以不学

物理、化学 ,理科可以不学政治、历史。到大学后 ,文

科生连数学也不学 ,而理科生也不再学语文。因此

造成的结果是 :“ 文科生因与理科隔绝之故 ,视 自然

科学无用 ,遂不免流于空疏 ;理科生因与文科隔绝之

故 ,遂视哲学为无用 ,而 陷入机械的世界观。
”
从而使

人的发展走 向片面化 ,学 文 的不懂理 ,学 理 的不懂

文 ,整个社会的智力生活分裂为两个极端的集团。

2.课程内容
“
旧、窄、杂、空

”
匚5彐 (36页 )

旧 :重传统文化 ,轻现代科学知识。传统课程内

容陈旧僵化 ,难 以反映当今科学发展的最新成果 ,缺

乏时代感 ,尤其是理工科所学内容。

窄 :指课程门类单一 ,缺乏综合性课程 ,特别是

缺乏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 自然科学的内容。这样

的结果是 :学生专业性较强 ,但知识结构单-;知 识

面过窄 ,综合能力差。

杂 :分科细 ,门 类多 ,但缺乏内在逻辑联系。主

干课程不突出 ,显 得杂乱松散。选修课 因教师研究

而设 ,而不是因学生需要而设。这样更显得杂而无

中心。

空 :重理论轻实践的传统 ,深奥的理论课与缺乏

实际价值的知识课太多 ,相反 ,培养实际需要的理论

性知识和能力的课程太少。整个课程缺乏注重务实

的内容 ,充满了学究气与经院气 ,学生缺乏足够的能

力训练。

3.课程与社会需求相分离

当今社会的复杂化使得许多社会问题都具有综

合性。如经济与社会的持续发展、体制改革问题、东

西部差距与共同富裕问题等。与此同时 ,职业转换

加快 ,活动性增强 ,这便要求人才的知识结构和素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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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综合性。但是 ,专业与学科分裂又阻碍了高校课

程与社会需求的沟通 ,成为了一道人为的藩篱。

吐。结构不合理

以师范院校为例 ,对 于
“
教什么

”
的学科专业课

比例过大 ,约 占总课时的 60%-75%。 学校用大部

分时间与精力提高学生的学科知识水平 ,而对于如

何教的教育学与心理等教育类课程 比例太少 ,低 于

总课时的 10%,而一些发达国家如美、英、日等教育

类课程在师范培养中所 占比例分别达到总学时的

40%、 33%、 22%,远远高于我国匚6彐 (砝 9页 )。 其他院

校也存在类似的问题。

此外 ,我 国高校的公共课比较狭隘 ,只有大学英

语、两课、军事等 ,而缺乏融通文理的综合课 ,所有这

些问题最终导致了学生发展的不全面 ,综合素质与

专业素质都不高 9毕业后不能迅速适应社会 ,不能胜

任所承担的工作。这些问题既给高校带来了压力 ,

同时也增加了改革的动力 ,它促使高校不得不进行

课程综合化改革。

目前 ,课程综合化改革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契机 ,

那就是新一轮的课程改革方兴未艾 ,校 本课程开发

正紧锣密鼓地在各类学校进行。高校正好利用这一

机会搞好校本课程开发 ,将课程综合化改革寓于校

本课程开发之中 ,通过校本课程开发来完成课程综

合化改革。

三 综合课程的模式

课程综合化改革的核心在于建设什么样的综合

课程以及如何建设和实施综合课程。在建设综合课

程的问题上 ,许多高校都进行了有益的探索 ,总结出

了不少可资借鉴的综合课程模式 ,如拼盘模式、核心

课程模式、群集模式、通识教育模式、跨学科研究项

目模式、学科重组模式、学科本位模式、儿童本位模

式、社会本位模式、科际联系模式、跨学科课程计划、

学科性综合课程模式 ,以 及一体化课程等等。其中 ,

核心课程模式、群集模式、跨学科研究项 目模式和一

体化课程对我们有着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

1.核心课程模式

这是哈佛大学在教育方面的创举。核心课程是

经过内容精选的最能体现哈佛教育 目的的并被教师

认为最重要的课程 ,意在使本科学生接受广博的文

化基础教育而不是仅仅专攻一个专门领域。

哈佛的核心课程共分七类。

(1)外国文化 (For。gn Culture),共 26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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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历 史研究 (History Study),包 括历史研究

A和历史研究 B。 前者 内容广泛 ,后者专业层次较

高。

(3)文学艺术(Literature and Art),包 括三组 :

①评论与分析方法 ,②非文学的艺术品特点及鉴赏

和表达 ,③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和规律。

(4)道德性(Moral Reaso血 ng),共 11门 。

(5)科 学 (Soence),其 中 ,科 学 A侧重科学方

法 ,共 13门 ;科学 B注重涉及复杂的科学体系 ,包

括非常规的分析方法等 ,共 12门 :

(6)社会分析 (S° cial Analysis),包 括生物学、文

化和人类发展等课程 ,共 13门 。

(7)数量分析(Quantitative Reasoning),主 要为

发展学生数量技巧。

这些课程已经没有传统课程的科 目,从学科大

类 (人文、社科、自然)看是趋于综合的 ,达 到了科学

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整合 ,是较高层次的综合模式。

2.群集课程模式

这种综合模式主要为了调和普通教育和专业教

育之间的隔离与冲突 ,而使学科间综合化与协调发

展所做的一种积极探索 ,主要做法有以下六个方面。

(1)确定一个共同论题 ,以 便求得共同概念。

(2)利用这个共同问题 ,将 相关 的几门(3门 左

右)课程集中起来 ,但这些课程都是独立的 ,不必打

破原有课程的界线。

(3)对群集中所有课程都有用的教材。

(4)安排一些公共课时 ,使群集学生享有公共课

时 ,这样就会使学生分享更多发展可能。如
“
教育哲

学
”
可以作为教育系和哲学系的公共课 ,教育系的学

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哲学来了解哲学 ,哲学系的学

生可以通过学习教育哲学来了解教育学 ;又如
“
科技

史
”
可以作为理工类学生和历史类学生的公共课 ,通

过对科技史的学习 ,理工类学生可以了解史学的一

些知识 ,而历史系的同学也可以了解一些理工科的

知识 ;再如
“Jb理学

”
,工 科学生可 以学习工业心理

学 ,医学类学生可以学习医护心理学 ,管理类学生可

以学习管理心理学 ,旅 游类学生可以学习旅游心理

学 ,教育系学生可以学习教育心理学等。

(5)在课前 ,组织相关教师进行研讨 ,互育互学 ,

给老师一个接触至少与学生一样多的相关 内容 ,以

丰富共同领域 ,减缓教师对专业之外课程的难堪处

境。与此同时 ,研讨会还应 同时设计一个群集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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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教学大纲 .讨论对学生的评论与和教学方法等。

(ω要有通用仵业。

3.跨学科研究项 目模式

跨学科研究项 目模式主要是以跨学科问题或项

目形式出现 ,由 不同学科的教师和学生结成一个或

几个课题组 ,以 教学研究相结合的形式 ,进行共同的

研究和探讨。学生跨学科知识的学习和研究能力的

获得 9不是靠增加或选修了哪些通识教育课程得来

的 ,而主要来 自于他们 自己的研究性学习和研究性

实践。跨学科研究项 目模式对培养学生多方面的能

力 ,特别是多角度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的综合能力有

很强的作用。其特点和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

方面匚7彐 (123— 128页 )。

首先 ,这 种围绕问题或项 目进行研究式教学的

方式 ,可 以使学生的学习和研究较少地受某一学科

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和单科课程内容的局限性影

响 ,从而有利于学生获得综合知识和综合能力。众

所周知 ,现代工业发展所带来的问题 ,早 已超越了学

科的界限 ,单靠某一学科或现有学科很难真正解决

实际问题。所 以 ,唯 有打破学科界限 ,以 问题为中

心 ,对 知识进行重组 ,让学生学到真实有用知识 ,才

能创造性地解决问题。同时 ,对学科本身的发展也

将起到推动作用。

其次 ,跨学科问题或项 目在高校的引进有利于

培养富有创造力和发展潜力的、尚没有学科局限性

的学生。在现实需要密切结合的问题与项 目的研究

过程中,一方面可以培养出一些真正有潜力和有实

力的跨学科研究专家 ,另 一方面又可以通过他们的

研究成果来充实学科知识、完善学科结构、探索研究

方法 ,从而促进新的交叉学科或边缘学科的产生。

最后 ,与 拼盘式课程模式相比,跨学科研究项 目

模式更能保证学生跨学科学习与研究的深度和广

度。从而可以有效避免那种单纯为跨学科 目的所进

行的不同学科学习内容的简单相加。

总之 ,跨学科项 目一方面可以把高校中的教学

与科研联系起来 ,特别是使理论学习与现实社会的

需要结合起来 ,更快地促进学生在研究中学习 ,另 一

方面又可以锻炼学生的 自学和独立研究 问题 的能

力 ,从而促使他们把学习与社会的实际需要联系起

来。同时 ,在 面对和解决跨学科问题或项 目时 ,学生

的学习和研究已经超越了学科或专业的局限 ,在解

决所面临的问题时 ,他们会有更多的自觉性去接触

和学习与课题相关的学科知识与方法。

4.一体化课程模式

一体化课程模式不仅涉及综合课程的设计 ,而

且涉及整个课程体系的再组 ,它打破了原有学科界

限和传统的文理分界 ,根据当今社会与未来世界的

需要和科技加速发展的趋势来促进课程的一体化。

一体化课程的主要代表是 sTS课程和美国 2061计

划。

STs是近年来兴起的新课程 ,sTs的 全称是

science-technology-society,即 科学——技术一

社会。它着眼于科学、技术、社会的相互作用 ,综合

考虑各学科的安排和各年级内容的衔接 ,试图突破

理科教学的界限,采用跨文、理学科的方法 ,从整体

的观点通盘考虑全部课程 ,以 增进学校课程的综合

化与一体化。但是 目前 的尝试大多还停 留在将

sTs思想渗透到现有理科课程中,在技术与社会的

背景中教授科学内容 ,设计 sTs学习单元供理科教

师适时选用。另外 ,该课程还主要在中小学推行 ,高

校采用的不多。

美国 ⒛s1计划是在 1989年《普及科学——美

国 zO61计划》总报告中提出来的。该计划从自然环

境、生存环境、人类机体、人类社会、被改造了的世界

(技术 )、数学世界、历史观点等 7个领域提出教育目

标。强调在处理这些领域里的议题时要软化学科界

限,突 出相互衔接 ,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提出科学、

数学、技术领域的通用概念 :系 统、模型、恒定、变化

形式、进化、规模。这种新的课程模式倡导发展贯穿

于各种学科的统合性思维 ,在各种学科课程和综合

课程的有机联系之中达成课程改革的目标。由于-
体化课程涉及课程体系的再组 ,可谓是课程综合化

的最高表现 ,因此 ,实现的难度也较大 ,但它确是课

程综合化追求的最高目标。

以上四种综合课程模式各有特色 ,综合化程度

也各有不同,是在高校课程综合化改革中出现的诸

多综合课程的代表 ,除此以外 ,还有大量可资借鉴的

经验模式 ,此不赘述。

尽管这些综合课程本身已相当完善 ,但是在现

实实践中却总是不尽人意 ,究其原因,主要有两点 :

一是综合课程的选择没有考虑到本校的实际情况 ,

没有与本校的培养 目标很好地联系起来 ;二是在综

合课程的实施上缺乏全盘考虑 ,没有实施的保障机

制。因此 ,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建设什么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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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课程以及如何建设综合课程 ,而是如何实施综

合课程。

四 综合课程的实施

正如上文所言,现在的主要问题已不再是建设

什么样的综合课程以及如何建设综合课程 ,而是如

何实施综合课程。综合课程的实施首先涉及到的是

综合课程的选择 ,然后是综合课程实施的途径与保

障。

(-)综合课程的选择

综合课程的选择即一所特定的高校应当选择什

么样的综合课程模式。对此 ,笔者认为,在选择综合

课程模式时 ,应 当考虑三个方面的因素。

第一 ,综合课程的选择应当体现现代教育思想

和观念 ,体现课程综合化的整体优化。

无论是课程的设置 ,还是课程内容的更新 ,均应

体现现代教育思想和观念 ,切忌因人设课 ,要真正使

学生的适应体系既具有知识面 ,又具有对知识的宏

观把握能力 ,还要对学科发展有所了解。
“
要让学生

有一种时代感 ,把握时代的脉搏 ,知道往哪个方向发

展 ,社会是朝哪个方面方向前进 ,以 使观念随着时代

的变化而变化
”
匚3彐 (47—焖页)。 与此同时 ,课程的设

置还必须达到一种整体优化的状态 ,如开设什么课 ,

先开哪些后开哪些 ,开多少课时 ,内 容该做何调整 ,

学科交叉的内容如何处理等等 ,都必须有一个清醒

的认识 ,否则开出来的课只是一种形式上的综合 ,而

不能达到真正的实质上的综合。

第二 ,综合课程的选择应当与本校的培养目标

和社会需要联系起来。

在选择综合课程时 ,必须考虑到什么样的综合

课程对培养目标才是最优的,对学生的发展才是最

好的,对社会的需求的满是才是最高的。以高等师

范院校为例 ,中 国目前教育的六大问题之一便是教

师整体素质不高 ,究其原因,高师课程设置的不合理

应是最主要的。社会对教师的要求与高师对这种要

求的满是程度相差甚远。因此 ,在高等师范院校中 ,

宜采用跨学科研究项目模式 ,以 教育问题为中心 ,开

发综合课程 ,即整理出现实教育生活中的重要问题 ,

综合应用教育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等学科的

理论对这些问题进行考察分析 ,这样不仅可以让学

生学到解决教育问题的方法 ,还可以培养学生的科

研意识和科研能力。

第三,综合课程的选择应当处理好综合课程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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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科课程的关系。
“
综合课程只是以分科课程的改进形态而出现

的,而不是以分科课程的对立形态出现的 ,两者相关

而非对立
”
匚引(lzs-127页 )。 因此 ,倡 导综合课程并

不意味着对分科课程的排斥 ,相反 ,课程综合化的开

发与实施必须着眼于分科课程与综合课程的有机统

一 ,从综合课程的角度考虑如何调整课程结构、改革

课程观念、促成学科课程内在的综合化以及学科课

程之间的综合化 ,从而达成整个课程体系的重构。

(二 )综合课程的实施

1.综合课程的实施途径

综合课程可以通过三种途径来实施 ,一是直接

增设综合课程 ,二是设置宽口径、跨学科的专业,=
是采取分段培养的模式。

直接增设综合课程是最简单最基础的一种途

径 ,这不需要对学科进行调整 ,更不必调整专业的设

置 ,直接把它当作一门课就行了。设置宽口径、跨学

科的专业是实施综合课程又一种途径。所谓宽口

径、跨学科 ,它包含两方面的含义 :一是拓宽现有专

业的口径 ,加强基础 ,淡化专业 ,实施课程综合化 ,培

养基础扎实、适应能力强的复合型人才 ;二是开设新

的跨学科专业 ,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广阔范围内实

现课程综合化。这是一种较高层次的实施途径。与

设置宽口径、跨学科的专业相类似的途径是分段培

养。所谓分段培养 ,是指将大学教育分为具有明显

特征的几个阶段 ,前 一段不分专业统一进行基础类

课程教育 ,后一段再分专业进行学科专业教育。分

段培养模式在国外非常流行 ,如美国高校学生人学

后 ,通常第一二学年不属于任何院系 ,不分专业 ,全

部学习普通教育课程。

2.综合课程实施的保障

综合课程实施的保障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 是

良好的师资队伍 ,二是相关的配套改革。综合课程

对教师的要求远远高于分科课程对教师的要求,-

个教师要想胜任一门综合课程 ,他必须要有跨学科

的知识和综合解决问题的能力 ,而我国目前师范院

校所培养的教师都是分科教师 ,这便给师范院校提

出了改革的要求 ,因 此 ,从某种意义上说 ,课程综合

化改革首先得从师范院校开始 ,只 有培养出-批综

合能力高的教师才能胜任综合课程。另一方面 ,加

强学科联系 ,和不同学科教师的合作也是一条很好

的路子。综合课程的实施还得有相关的配套改革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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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课程体制改革和教学改革。

前者保障高校课程权力的获得 ,后 者保障课程实施

的效果。

总之 ,课程综合化改革已是大势所趋 ,关系到高

校的生存与发展 ,因 此 ,高校对此应当有清醒的认识

和充分的准备 ,立足本校实际 ,着 眼于未来社会的需

要 ,选择一种适合本校校情的综合课程 ,建设-支 良

好的师资队伍 ,搞好配套改革 ,保障课程综合化的顺

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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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Ⅱ ■HⅡ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 Reform in(Curr二 cuIum synthesization

HU Yongˉfu,LAI changˉchun
(Preparatory Depart:uent; Educati° n science Institute, sichuan N° rmal lJniversity, Chengdu, sichuan61oo68, China)

Abstract:Curriculum synthesization is a curriculunl idea and principle including man’ s re-

cognition of the whole world and rethinking of science, technology, man, society, envir° nment
and the interactions amρ ng them, and, at the same time, including concordance of curriculum’ s

goal and content and unity of its implementation and its learning and its implementer and its

learner。  Synthesized curriculum is the rrlain embodiment of the ideology an-principle in teaching

practice and has several patterns。  ⒈Ⅱgher learning institutions need to take into consideration

their own conditions and social needs and deal properly with the relation between synthesized

Courses and other c° urses。

Key words:curriculun1synthesization; synthesized curriculum; curriculu∏ 1pattern; curricu-

lum implemen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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