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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哲学看来，人与文化是整合与同一的关

系。“文化的实质就是人的自我生命存在及其活动”[1]，

学校课程就其实质而言是“人的学习生命存在及其优

化活动”[2]，不管我们是否意识到，课堂里的学生都是

在进行着某种“文化活动”、感受着某种“文化熏陶”的

同时实现着社会化。而民族地区学校课程往往是以

社会主流文化代言人的形象出现的，导致民族儿童社

会化的进程中缺少民族文化的身影，这无论如何是与

多元文化时代格格不入的。

一 课程文化及其基本功能
课程作为特殊的社会文化有狭义和广义之

分。广义的课程指学校的一切教育和学习活动，是

按照一定社会对下一代获得社会生存能力的要求，

对人类文化的选择、整理和提炼而形成的课程观念

和活动形态，即本文所讨论的课程文化，它体现为

学校所给与儿童一切影响的总和，具有充当实现教

育目标的文化载体和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双重

职能，即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3]。

1.社会功能。课程的社会功能体现在以下两个

方面：首先，课程的内容中包含了系统的社会文化

知识和经验。通过儿童对这些文化知识和经验的

掌握，以实现文化的代际传递。其次，课程起着维

系社会群体的功能。课程在传递社会文化的同时，

也推行并促使儿童掌握、遵循现行的社会准则，使

其在社会行为、态度倾向和价值观等方面与社会保

持一致，从而有助于社会的稳定。

2.个体功能。首先，课程为儿童提供社会性经

验。儿童通过课程指导下的各种活动获得对社会

关系的认识，养成社会性情感和社会行为品质，换

言之，课程帮助儿童社会化。其次，课程通过增进

儿童的主体体验、形成主动的认识，从而促进儿童

的主体性发展。第三，课程虽然帮助儿童社会性素

质(如合作性、同情心、责任心、自尊等)的发展，但这

种发展并不排斥个性。事实上，社会的一些共同理

想和信念、道德准则和行为特征总是存在于个性迥

异的个体身上，并通过个人特有的方式表现出来。

原苏联著名社会学家安德列耶娃就认为，社会化过

程就内容来说乃是个性形成的过程[4]。

其实，社会化与个性化本来就不是两个分化的

过程。一方面，个性发展不可能是绝对自由的，它

需要社会性发展作为保障。如果过分强调课程的

个体功能，而社会功能遭到忽视或不够完善，儿童

的社会化进程势必受到影响。另一方面，儿童是发

展的主体，主体间具有不可磨灭的个体差异性，发

展儿童的社会性，必然要求尊重其个体差异、维护

和保障儿童的个性。从这一角度讲，课程在帮助儿

童社会化的同时，也在实现着儿童的个性化。因

此，课程的社会功能和个体功能是辩证统一的关

系，共同服务于促进儿童社会化。

二 民族学校课程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促进
（一）学校课程文化对儿童社会化的影响

课程应当是以培养儿童的社会情感、态度、价

值观与行为品质，促进儿童社会性发展为基本内容

的，其实际流程是：将传统文化、社会规范有机地融

合在课程内容之中，通过教师的讲解、示范给儿童

以相关概念，再结合实践、游戏等儿童群体间的交

往，以及教师对于儿童各种社会行为的强化，使之

不断习惯化、规范化、定型化，从而促进儿童社会性

诸方面的全面发展。

1.满足儿童社会性认知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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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很早就表现出对社会事物或现象的兴趣，

并在此基础之上形成认知的需要。但儿童的社会

性认知不等同于对一般客体的认知，它是儿童主体

观念形成的过程；不是简单地接受成人的观念或现

行的社会规则，而是在了解它们的基础上做出自己

的判断、抉择。换言之，课程的价值不在于“塑造”

儿童，而在于为儿童形成自己的观念提供相应的

“材料”，促使儿童“自我塑造”。

2.促进儿童社会性情感的发展及社会交往能力

的培养

美国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认为，儿童有

“积极关注”的需要，表现为对诸如温暖、爱、同情、

关怀、尊敬等需要的追求。由于这种需要只有在社

会交往过程中通过情感的交流才能获得，因此，对

积极关注的需要本身表明儿童有社会交往和社会

性情感的需要。家庭生活虽然为儿童的情感交流

及社会交往提供了机会，但由于主客观条件的限

制，家庭并不能充分满足儿童的积极关注的需要。

而学校课程通过为儿童提供社会性经验，帮助儿童

学习社会交往的技能、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并给予

每个儿童积极关注，在满足儿童情感及社会交往需

要的同时，培养着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

3.提高儿童的社会适应性水平

在一个飞速发展变化的社会，儿童的发展必须

与这种变化相适应。社会适应性是儿童社会性发

展的重要内容，关系到儿童能否顺利地融入社会并

与他人和睦相处。现代课程关注儿童的社会适应，

罗杰斯就认为，教育的目标应当是促进儿童对变化

的适应，他指出：“现代世界中，变化是确立教育目

标的唯一依据。这种变化取决于过程而不是静止

的知识。”[5]因此，课程在为儿童提供社会规则和获

得社会性经验的同时，更着重在活动中发展儿童的

社会适应性。

4. 发展儿童的文化创新意识和能力

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象征，不仅需要

传承，更需要创新。为此，需要培养儿童对本民族

文化的好奇心、学习兴趣、积极的情感和自信心，让

儿童学会比较、领悟不同文化的特色，并能利用各

种创造性活动传承和发展民族文化。而教育的基

本功能正是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学校课程能够将文

化创新教育化、将文化创新与人才培养联系起来，

以培养儿童的文化创新意识和能力为目标，对儿童

进行民族文化的系统教育，从而保证民族文化传承

和创新落到实处。

（二）课程中民族文化影响儿童社会化的主要特点

民族地区的学校文化情境应该是多元的。这

种多元性既产生于如学校性质、学科课程、物质环

境、管理制度等显性因素，更产生于风俗习惯、师生

行为方式、人际关系、教学语言等隐性因素。事实

上，课程中的民族文化因素对儿童的影响更多地体

现出隐性的特点。

1.从影响方式来看，具有无意识性。显性课程

主要是以直接、外显、明确的方式，通过学生有意识

的特定心理反应机制来影响学生。而民族文化则

主要以潜隐的、间接的方式，通过无意识的、非特定

的心理反应机制影响着学生，儿童往往是在一种无

意识的情境中不知不觉地接受影响。

2.从影响范围来看，具有渗透性。文化从最广

泛的意义上看，就是一种生活方式，是共同生活于

某个地域的某个民族或群体的特定生活方式，反映

了这一民族和群体适应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所形

成共同价值、共同思维和共同行为，它不必言说，就

体现在日常的生活习惯、人际交往、社会风俗等方

面，并必然并渗透于学校课程之中，不仅表现于学

校的建筑、装饰等物质环境中，也渗透于规章制度

和精神氛围中，更体现在学生参与的各种文化活动

中。

3.从影响结果来看，具有长效性。每个儿童自

踏入学校的第一天，除了在教师有目的有计划规范

设计下进行学习外，还会不知不觉地受学校民族文

化各种要素的感染、熏陶和诱导。但这种影响在大

多数情况下并不具有实时的显性效应，而是要经过

日积月累、潜移默化的长期作用，才能形成某种文

化品性。而有关品性一经形成，就不易改变，其对

儿童的影响是长远而深刻的。

三 现行民族学校课程存在的主要问题
在多元文化视野中，“儿童”不是一个抽象的概

念，他总是与具体的文化相联系，是生活在特定文

化状态下的有血有肉、生动发展的个体，他所需要

的首先是对自身文化背景的认同并以此为基础来

理解现实社会，而不是两者的断裂与对立。因此，

多元文化尊重儿童文化背景的差异，主张为不同文

化背景的儿童提供平等的学习、发展的机会。但现

行民族学校课程的现状显然与此背离，存在以下问

题：

（一）课程脱离儿童生活的民族文化情景，不利于儿

童的社会化

众所周知，长期以来，我国绝大多数地区学校

课程以汉语为信息载体，课程内容也主要以汉文化

为背景。民族学校文化受到社会主流文化（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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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化）的控制，单纯强调主流民族的历史、文化、

价值观和生活方式，而相对忽略了其它民族所创造

的优秀文化，导致少数民族儿童往往与所学课程存

在一定的文化隔膜。如让藏族儿童背诵李杜诗歌

而不谈《格萨尔王》，学习“头悬梁锥刺股”而不讲宗

喀巴或米拉日已艰苦求学的故事，让彝族儿童学习

“后羿射日”的传说而不介绍彝族有关支格阿龙射

日月的典故……这样的课程远离了民族儿童的文

化背景，很难让民族儿童感兴趣。

诚如我国台湾学者叶启政所言：“任何由外移

植进来的知识，尤其移自原本即具有高度异质的文

化要素来源的知识，都无法充分地被吸收、理解、甚

至利用……因为人们势必运用已有的身心状态来

理解、吸收、应用，甚至创造来自不同身心状态来源

的知识，其结果必然产生误解、误用或消化不良的

情形。”因此，脱离其文化背景的课程将可能增加民

族儿童的学习困难，使他们失去学习的兴趣与信心

并加剧学业的分化，进而给他们融入主流社会带来

种种不利影响[6]。

（二）课程单一性造成的文化失衡，导致儿童社会性

发展的失衡

现行民族地区学校的课程目标未能贯彻多元

文化教育的理念，全国同年级同学科的课堂教学内

容、方法和评价标准几乎如出一辙，忽视学生之间

的差异，特别是学生的生活形态、社会经验等文化

背景所造成的差异，忽略了其他民族、种族、宗教的

文化和相关族群成员的感受和需求。此外，学校课

程评价的标准和方法也由主流文化所掌握和控制，

并运用主流文化所界定的范围和方式去实施，这就

使得民族学校中主流文化的强势地位明显，单一性

比较突出，造成了课程的文化失衡。

从表面上看，课程文化的失衡只是教育内容与

方式不适合学生的文化背景与发展需求，但实质却

是教育内在的“不公平”与“不平等”的表现。因为

这种“不公平”与“不平等”致使课程文化与学生的

文化背景出现割裂与断层，这显然不利于儿童文化

多样性概念的确立，不利于培养他们对本民族文化

的认知、欣赏和尊重，也不利于对其跨文化交流、理

解的意识与能力的培养，并必然导致儿童社会性发

展的失衡。

四 新课程背景下的民族学校课程文化与儿
童社会化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推进，使得课程文

化将成为一段历史时期内影响中小学生社会性发展

的重大因素。同时，学生的社会化程度又必然影响

到他们对新课程的接纳程度。有学者认为，学生的

课程适应问题从根本上说，是一个文化适应问题。

“愿否适应”主要属于学生自主文化选择的范畴，而

“能否适应”则涉及课程自身的文化特性问题[7]。因

此，新课程背景下的民族地区学校课程必须做出相

应的变革，才能真正促进民族儿童的社会性发展。

（一）树立多元文化教育的观念，为儿童提供平等的

发展机会

现代社会越来越意识到，主流文化与亚文化之

间应当是互补共生的。正是存在着丰富多彩的亚

文化，才使主流文化的内容更加丰富具体，作用更

加广泛深远。在学校课程中保持主流文化与亚文

化的适当张力，可以补充主流文化的单一性，从而

共同构成学校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态，这

对促进学生个性才能的多方面发展具有重要的价

值意蕴。为此，要自觉地树立多元文化教育观念，

为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发展提供平等的学习机会，

这既是课程改革的出发点，也是它的归宿。

树立多元文化教育观念的关键，要在关注少数

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性、传承性和对外适应性的基

础上，明确增强学校课程与民族文化背景和文化需

求适切性的切入点。为此，首先要分析少数民族学

生的文化背景，要在课程开发的各环节将国家主流

文化、地域文化和民族文化进行科学整合，以满足

学生的多元文化需求。其次，要分析社会中各种文

化形态、特点及其发展趋势，并通过教师自身所积

累的文化知识与技能弥补教科书中的不足。第三，

要将多元文化的教育观念融入课程的各个环节。

要注意课程内容的文化均衡性，注意课程结构及其

组织过程中的多元文化策略。特别要强调的是，应

当建立基于多元文化教育的多层次课程目标，即既

要使学生获得多元文化的知识、能力和情感、态度、

价值观，发展多元社会中的行动技能，又要减少一

切形式的偏见、歧视和不平等，增进不同文化群体

的相互尊重、理解和合作，使所有学生都能获得平

等的发展机会[6]。

（二）善于创新，多种课程模式促进多元文化时代的

儿童社会化

长期以来，课程被视作实现文化传承的一种工

具，相反，课程本身即为文化这一事实却受到了漠

视。因此，对课程的改革往往局限于知识和结构等

技术层面，而忽略了课程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事实

上，没有课程文化的创新就没有课程的实质性改革

——这种改革应当体现多元文化共存的理念，从而

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儿童在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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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发展跨文化的知识与信念，进而实现个体的全面

和谐发展。

根据民族地区文化多元的特点，民族学校应将

课程开发的着重点放在多元文化领域，通过平行、

整合、拓展等三种课程模式实施多元文化教育：平

行模式，即在开设主流文化课程的同时开设有关少

数民族文化的课程，如民汉双语课程及地方课程、

校本课程等。整合模式，即将多元文化知识与现行

主流文化课程加以整合，将不同文化要素渗透到课

程的内容当中，如语文课中介绍少数民族的人物、

节日等。拓展模式，即在原有课程体系基础上开设

综合实践活动等拓展性的课程，如体现民族饮食、

服饰、歌舞、戏剧、节日等各种风俗习惯的传统文化

活动，对学生实施多元文化教育。

当然，仅仅以上变化，对多元文化时代儿童的

发展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要改变的不只是课程，而

是学校整体文化环境的营造，包括教师的态度和期

望、教学策略、教室气氛、教材内容、测验与评价程

序的彻底变革等。这些变革的最终目的是营造一

个以尊重多元、崇尚差异、强调理解、平等对话等精

神为内核的，有利于儿童社会性发展的民族学校多

元文化环境。

（三）课程设计和开发中，充分利用好现有民族文化

资源、着力挖掘民族文化价值核心

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为了使学校课程更

好地反映文化、地区、学生之间的差异，确立了国

家、地方、学校的三级课程开发与管理机制，这为建

立既体现各民族文化特色又反映现代科学文化知

识的民族地区学校课程体系提供了制度保障。

三级课程体系中，国家课程更多地是从现代社

会的角度对通识文化进行选择，不可能涉及到各民

族文化的方方面面。而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则具

备自主选择的优势，能够根据民族文化和社会发展

的趋势，对本土文化进行深刻分析，从而对课程内

容进行有利于民族文化传承的设计和开发。

民族文化的内涵丰富多彩、范围十分广泛。它

既包括建筑风格、服饰饮食、民间历法和生活用品

等物质生活方面的内容，也包括亲属关系、社会交

往、人生礼仪和传统节庆（如彝族的“火把节”、回族

的“古尔邦节”、蒙古族的“那达慕”等）以及娱乐游

戏等社会生活方面的内容，还包括伦理道德、宗教

信仰、语言文字、文学艺术和习惯法等精神生活方

面的内容。因此，民族地区丰富的文化资源为课程

选择提供了必要的前提，课程的设计和开发一定要

充分利用好现有民族文化资源。

还应当认识到，民族文化是多层面多维度的[8]。

其物质性的东西（如民族服饰）是文化的载体，其精

神层面（如伦理道德）是文化深层次的存在，其核心

的价值观念体系是民族文化之间的本质区别所在，

也是民族文化发展与现代化的基点，一切民族文化

的发展都必须以现有价值体系为基础。因此，民族

学校课程在文化选择的过程中，既要对作为文化载

体的物质形态的文化进行选择，更要实现对本民族

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归纳总结，让民族文化的精髓更

好地服务于儿童的社会化。

总之，在现代社会，民族学校日益在文化传承中

担任着双重身份，它既是主流文化传授的重要场所，

同时作为民族文化的传承机构，帮助儿童获得本民

族的知识与信念、态度和价值观，获得对自己的族群

文化的文本化、系统化认识，强化着儿童的族群认

同。因此，只有确立文化多元的理念，努力构建既体

现现代主流文化需求、又具有浓郁民族特色的民族

地区学校课程文化，使民族学校课程文化既体现社

会发展的现代化和一体化，又蕴含民族文化的多元

化和个性化，民族教育才能真正体现社会的进步趋

势，真正促进民族儿童的多元与和谐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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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e of National School Curriculum
Culture on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HE Xin-yu
（School of Adults’Education，Xichang College，Xichang，Sichuan 615000）

Abstract: Curriculum culture plays a unique and irreplaceable role in all aspects of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However，in schools of China’s national areas，the curriculum culture exists with the problems of deviation from
children’s cultural background and the culture singularity，which lead to the imbalance of children’s development.
Under the new round of curriculum reform background，and in the curriculum’s design and development of national
schools，we should establish the concept of multicultural education，fully explore and use the national culture
resources. We should also make our efforts to build a school curriculum culture which is full of ric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and effectively accelerate the children’s socialization in national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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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Kou Qianzhi’s Magician Taoism Reformation

SUN Xue-lei1，YANG Feng-bing2

（1.College of Politics and Economics，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Shaanxi 710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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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hile making a lot of research on Kou Qianzhi’s life and his Magician Taoism Reformation，
academic circles pay little attention to specific details of the reformation. We should discriminate the concrete
content of abolishing fake rules of zhangs’，the meaning of distinguishing Lao Zi from his substitute Li Hong.
Through these efforts，we will have a entirely meticulous understanding of Kou Qianzhi’s refor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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