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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文化的批判与建设》

内容概要

《课堂文化的批判与建设》以课堂文化为主题，对课堂文化为什么会发生从理性启蒙到精神控制的隐
蔽性交化，从精神控制回归理性启蒙需要采取什么策略这两个核心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作者
从精神层面出发，提出了自己独到的文化观。认为“文”，是指观念、思想、学说、制度，或反映观
念、思想、学说、制度的典籍、文物；“化”，指转化、更化、改变；文化，就其实质而言，是以文
化人，或更准确地说，是以文化人心，即以活动为中介，人们接受和认同特定的观念、思想、学说、
制度，并表现在行动之中。以文化人的基本原则是“缘情”，也就是说，要合于人们与生俱来的普遍
性情，如向往思想自由、发挥创造潜能、以道德实践谋求人生幸福等，否则，用以“化”人的“文”
，便会蜕变成为限制人、支配人的东西，走向异化。立足于这样的文化观，作者审视课堂和课堂教学
，思考在课堂这一特殊文化环境中进行教学活动对主体所具有的意义，并把这种审视和思考自觉地置
于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和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中，这凸显了作者对课堂文化的理论研究所具有的
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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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潘光文，1966年生，四川万源市人。教育学博士，乐山师范学院副教授，课程与教学研究所所长，从
事课程与教学、教师教育等方面的研究。1987年，毕业于四川文理学院。2001年考入西南大学教育科
学研究所，师从李森教授，研习课程与教学论，2004年7月毕业，获教育学硕士学位。2006年考入母校
，在恩师李森教授的指导下，继续从事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的学习和研究，2009年7月毕业，获教育学博
士学位。

    参研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一五”规划课题1项、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1项。主
持四川省教育厅科研课题l项、校级科研课题2项、教改项目2项和精品课程1项。先后在《课程·教材
·教法》、《教师教育研究》、《西南大学学报》(社科版)等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15篇。参编学术著
作5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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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章  导论  第一节  研究的问题与缘起  第二节  相关研究述评  第三节  研究目的及意义  第四节  研究
思路与方法  第五节  本书内容摘要第二章  课堂的文化透视  第一节  课堂教学活动的文化透视  一、师
生背负的文化印记  二、教学目标的价值理性考量  三、知识选择、知识态度和知识的课堂实践命运  四
、教学评价中价值判断被遮蔽的文化根源  第二节  课堂环境的文化透视  一、课堂时间和课堂空间安排
的文化心理效应  二、课堂纪律与自由、显在和潜在课堂制度  三、课堂的信念与价值第三章  课堂文化
的本体追寻  第一节  课堂文化的本质与特征  一、“课堂”、“教学”和“文化”的界定  二、课堂文
化本质的共时态和历时态分析  三、课堂文化的特征：双重性、动态性、依附性和滞后性  第二节  课堂
文化的结构与功能  一、课堂文化的组成部分及其关联  二、课堂文化的功能：知识的传承与创新、个
体状态的转变第四章  课堂文化的异化及其反思  第一节  课堂文化的异化及其路径  一、“异化”概念
的多维解读  二、课堂文化的异化：由理性启蒙到精神干预的隐蔽性变化  三、课堂文化异化的路径：
观念灌输和课堂奖惩  第二节  课堂文化异化的反思  一、知识选择的话语权被过度集中  二、知识教学
上的教条主义  三、单向度的教学评价第五章  课堂文化建设的理论基础  第一节  “单向度”理论  一、
“单向度”理论的内涵：“单向度的人”和“单向度的社会”  二、“单向度”理论对认识课堂文化
异化问题的启示  第二节  生态伦理  一、伦理：关系和准则  二、伦理的人际维度  三、伦理的生态转向 
四、生态伦理对认识课堂文化异化问题的启示第六章  课堂文化建设的现实依据  第一节  教学改革的文
化特性分析  一、教学改革的主要内容  二、教学改革的文化特性：主体地位、竞争与合作、创新和实
践  第二节  现有课堂文化的特性  一、师生关系上的权威与服从  二、知识教学上的教条与保守  三、教
学方法上的灌输与说教第七章  课堂文化的建设策略  第一节  课堂教学文化的建设策略  一、注重实践
智慧生成的课堂教学目标  二、互惠、合作、友好、亲密的师生关系  三、平等对话与自主建构的课堂
教学过程  四、注重能力和创新的课堂教学评价  第二节  课堂环境文化的建设方略  一、尊重个人权利
的课堂群体文化  二、求异和宽容的课堂教学氛围  三、“共有、共享、共管”的课堂制度结束语参考
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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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文化的批判与建设》

章节摘录

　　综上所述，在文艺复兴、宗教改革、维新变法和新文化运动等中外重要历史发展时期，课堂成为
孕育、传播进步思想的中心，课堂文化对于转变个体状态具有理性启蒙作用。许多在过去被人们普遍
接受并用以指导其行动的权威观念，被再次放到了理性的“天平”上重新加以衡量，接受质疑和批判
。许多旧观念的合理性，发生动摇，甚至被颠覆，不再构成人们行动的思想基础，而许多对后来发生
重大影响的新观念，则在这种批判中相继涌现。从这种课堂文化中孕育出来的人们，不仅看到了盲从
他人、轻信权威的危害，变得清醒，而且也看到了每个人都具有的理性所蕴涵的无穷创造力，变得自
信，相信和看重自己的理性思考与判断，把自己的命运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很明显，在这些历
史发展时期，课堂文化确实充分地发挥了转变个体状态的理性启蒙功能，人们相聚在课堂这个精神家
园，在观念批判的思想苦旅中痛苦地跋涉着，在知识创新的精神欢乐中相互鼓励着，这种痛苦与鼓励
，成为课堂文化强大的凝聚力，课堂成为无数人心向往的地方，成为人们彰显生命活力与寻找生命意
义的地方。　　课堂文化转变个体状态的启蒙功能，在上述历史时期表现得较为显著或突出，但是我
们并不能由此得出如下结论：转变个体状态的理性启蒙功能，仅仅是这些历史时期的课堂文化所独有
的。实际上，无论在哪个时期，生命存在的真谛或者意义，都在于创造。课堂是生命聚集的地方，其
意义和价值在于精神创造。精神创造的前提，便是知识的理性批判，个体从中逐渐学会一种能力--对
于外界的各种影响能够做出独立的理性判断，从盲从、随波逐流、人云亦云等“自然状态”中摆脱出
来。因此，理性启蒙功能，不是哪个时代的课堂文化所独有的，而是课堂文化的基本功能。　　然而
，通过课堂文化的现状考察，我们却发现：课堂文化虽然保持了其原有的形式，但是其功能却悄悄地
发生了变化，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课堂文化转变个体状态的理性启蒙作用弱化了，在有的课堂甚至
几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观念的灌输和与这种灌输相适应的课堂奖惩，以及由此而实现的精神干
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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