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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全国教育科学规划教育部青年专项课题“学校促进教师研究的机制和策略”（课题编号：
ＥＦＡ１００３９２）的研究成果。
　 　 ①　 课程整合亦称课程统整、课程综合化等，本文将不同称谓视作同义。

让儿童成“人”：学校层面课程
整合迷失和回归的原点

王丽华

摘要　 学校课程整合的应然追求是让每位儿童成“人”。从儿童成“人”的个人和社会维度的
基本意蕴出发，指向儿童成“人”的学校课程整合是通过学校层面的课程设计以实现个人、社
会和知识的整合，在师生的参与中作出自下而上的课程决策。反观学校层面课程整合的现
状，形式化的课程整合和儿童的客体化、功利化的课程整合和儿童的工具化是其迷失的具体
表现。学校课程整合的理性回归需要校内外共同努力，具体而言：校内应从理想的儿童形象
出发进行课程整合的整体设计并赋权师生，校外应为学校课程整合提供前瞻性的政策指引和
理性的地方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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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程整合①的学术史表明：课程整合的本义是让儿童经历整体连贯、有机联
系的学习经验而更好地成“人”，这样的价值追求在进入２１世纪后愈加受到国
际社会的重视。如较早研究美国、加拿大课程整合实践的德雷克（Ｓｕｓａｎ Ｍ．
Ｄｒａｋｅ）和伯恩斯（Ｒｅｂｅｃｃａ Ｃ． Ｂｕｒｎｓ）指出，教育者在设计课程时需要回答的三大
问题之一是“我们想要学生成‘为’哪种类型的人”。［１］我国也不例外，类似的价
值追求体现在我国颁布的有关政策文本中，如２０１４年３月教育部颁布的《关于
全面深化课程改革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意见》中指出：“要增强整体性，强
化各学段、相关学科纵向有效衔接和横向协调配合……充分发挥学科间综合育
人功能，开展跨学科主题教育教学活动，将相关学科的教育内容有机整合”；
２０１５年浙江省教育厅颁发的《浙江省教育厅办公室关于促进义务教育课程整合
的指导意见》指出：“开展课程整合实施，有利于……促进学生全面而有个性地
发展”。尽管自新一轮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将课程整合作为改革的重点内容以
来，一线学校的课程整合实践已取得了不少进展；然而，细究其实践却发现这样
的价值追求存在巨大落差。为此，在一线学校轰轰烈烈开展课程整合、国际社会
和我国纷纷开展２１世纪人才所需核心素养研究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课程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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