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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爽張爽張爽張爽*  林智中林智中林智中林智中**
 

中國大陸的綜合課程本土實踐開始於二十世紀八十年代2。到 2001 年，全

國性的新課程改革，倡導實施綜合課程，並設立綜合學科及高級綜合程度的綜

合實踐活動。本文對於中國大陸的綜合課程本土實踐與理論研究進行檢討與反

思，指出需要加强綜合課程的本土化建設，既要在實施中以理論指導實踐，又

要以實地的微觀研究觀照宏觀的理論建設，提升本土的經驗，只有這樣才有可

能促進課程的發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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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中國大陸，integrated curriculum 一詞譯爲「綜合課程」，在香港與臺灣兩地譯爲「統整

課程」。在本文中，將綜合課程與統整課程視爲同一詞語，在涉及到論述中國大陸的內容時，
多用「綜合課程」，在論述西方或香港、臺灣的內容時，使用「統整課程」一詞，二者互換
使用。 

2
 黃偉（2003）比較中美綜合課程歷史進程時指出中國大陸的綜合課程經歷了一條「師從美

國，突然中斷到勃然興起，實現歷史跨越之路」（頁 1）之路。而「師從美國，突然中斷」
指的是 20 世紀 30-40 年代，陶行知、陳鶴琴將杜威的思想介紹到中國並展開實驗的一段時

間，但並沒有明確提出綜合課程的理論。而 1949 年後則採用完全的學科爲本，本文論述的
是 1949 年後綜合課程的歷史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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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入二十一世紀以來，世界各地都在進行教育改革（李子建，2002）。然而

每個國家、地區的社會文化環境不同，研究者必須考慮是否能够把一套在某一

特定環境下建立起來的理論模式運用到其他地方。中國大陸的綜合課程研究與

實踐從二十世紀八十年代開始到現在已有二十多年的時間，但是綜合課程的理

論建設尚待完善。在 2001 年新課程改革開始後，實驗區開始試行綜合課程改革

有基礎七年的時間。如何通過研究，總結和發現不同的現實情境下的問題，在

本土經驗上産生新的學術觀點是非常重要的。因此本文對中國大陸綜合課程理

論與實踐研究的現狀進行分析，從中可以看到需要加强綜合課程的本土化建

設，既要在實施中以理論指導實踐，又要以微觀的研究觀照宏觀的理論建設，

提升本土的經驗，只有這樣才能有學術的發展與理論的形成。 

 

壹壹壹壹、、、、中國文化脈絡下綜合課程本土化的必要性中國文化脈絡下綜合課程本土化的必要性中國文化脈絡下綜合課程本土化的必要性中國文化脈絡下綜合課程本土化的必要性 

任何課程的設計都要考慮到社會的需要、學生的特點、學科自身的發展

（Lawton, 1996）。因此課程是一個特定社會文化脈絡下的産物，小到一個國家

不同地區的課程，如一所城市小學的研究性學習的課程到農村的學校未必適

用；大到一個國家的課程，如在新加坡成功的數學課程完全移植到美國卻可能

會失敗。這種課程的「南橘北枳」現象說明任何課程都不是孤懸於社會文化脈

絡之外的，不計背後理念與現實情境適用性的拿來主義，在新的社會文化脈絡

下卻未必適用，反而會衍生出衆多的問題。因此課程的本土化問題是非常重要

的。 

一一一一、、、、中西方綜合課程不同的發展脈絡中西方綜合課程不同的發展脈絡中西方綜合課程不同的發展脈絡中西方綜合課程不同的發展脈絡 

綜合課程是從西方發展起來的，西方有進步主義的教育傳統，科學課程與

社會課程早在 20 世紀 40、50 年代就開始實行。與西方統整課程較長的發展歷

史與鐘擺狀的波動變化不同，中國大陸的綜合課程發展走的是一條「勃然興起，

實現歷史性跨越之路」（黃偉，2003，頁 1）。自 1949 以來，除小學的「自然常

識」科外，中小學實行的主要是分科課程，以學科爲中心，強調課程的分科設

置、分科教學與分科評價。雖然自 80 年代開始個別的地區與學校進行了一些實

驗，但並沒有改變學科本位主導的局面。直到 2001 年的新課程改革，國家明確

在政策文件《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國教育部，2001a）中提出改

革課程結構，設立綜合課程。其中一項重要措施是在初中（7-9 年級）設置綜

合性的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科，即「科學」與「歷史與社會」科，並從 2001

年開始在 38 個實驗區實施。同時設立高度整合的品德與生活（小學 1-2 年級）

及綜合實踐活動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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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一套在某一特定環境下建立起來的理論模式運用到其他地方，需要總

結和發現不同的文化現實情境。統整課程具有進步主義的色彩，它所體現的知

識觀、課程觀、哲學觀、教學觀與中國大陸傳統的教育文化有諸多的不同，面

對的境况也不同。西方的理論對我們是一個借鑒，卻未必完全適用。 

西方有進步主義教育傳統，統整的社會課程、科學課程在 20 世紀 40、50

年代就開始實行，統整課程與學科主義的矛盾一直仍是困擾西方統整的問題，

而中國大陸長期實行分科課程，老師們也從來沒有實施過綜合課程的經驗。同

時中國的學科主義與西方相比，更有其歷史與社會的特色。 

近年西方的統整課程強調學校爲本自下而上的課程設計與開發， 美國統整

課程的積極倡導者 Beane 更將統整課程視爲一種根據民主社會價值觀進行課程

設計的理論（Beane, 1997），因此西方面對著統整課程自下而上的設計模式與國

家加强對課程控制的矛盾。這一點與大陸不同，初中設置的「科學」及「歷史

與社會」課程是自上而下由中央統一頒布實施的國家課程，有統一的課程標準

與教科書。 

統整課程面對的評價問題在西方主要是如何進行多元評價的問題，而中國

的綜合課程面對的評價境况則還要複雜得多。除了如何評價的問題，還有許多

更爲複雜的中國教育與社會所面對的獨特情况，特別是「科學」及「歷史與社

會」科與中考緊密相連，在這種情况下如何有效地進行評價是一個值得研究的

課題。 

二二二二、、、、學科爲本的文化學科爲本的文化學科爲本的文化學科爲本的文化：：：：中國大陸綜合課程面對的獨特情境中國大陸綜合課程面對的獨特情境中國大陸綜合課程面對的獨特情境中國大陸綜合課程面對的獨特情境 

中西方統整課程具有不同的發展脈絡，因此在考慮某一課程是否合宜的時

候，不單需要理解教育理念與價值的改變；還要考慮當地的背景與文化，實施

者所面對的處境。中國大陸的綜合課程又面對什麼獨特的情境呢？2001 年進行

綜合課程改革前，中國傳統教育的理念與實踐呈現出的一個重要的主題就是學

科爲本，這種學科爲本成爲一種文化已經牢牢地作爲制度固定下來，同時也存

在於學校的組織結構與日常的教學中，存在於人們的觀念中（如圖 1 所示）。整

個國家的教育體制是以學科爲本位的。表現在以科目爲單位的行政的架構，師

範教育培訓體系，以及學科爲本的中考、高考制度。這種科目爲本的文化不僅

通過各種行政架構，師範教育固定下來，也牢牢地植根於學校教育的深層結構

和人們的觀念中。幾乎所有學校的組織結構與編制都是針對科目中心來設計

的，包括教學目標、教材、教師的專科專教，教學時間的安排、與分科教學相

適應的中考、高考等等。這三個層面的傳統教育的特徵並不是互相獨立的，而

是彼此互相影響，相互交織在一起形成了綜合課程改革前中國傳統教育的價值

體系與體制的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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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 學科爲本深植於教育制度、學校組織結構及人們的觀念中 

雖然從 80 年代中國大陸開始了綜合課程的實驗，但是學科爲本的主導局面

並沒有改變。在中國隨著整個社會向市場經濟的轉變，市場這個因素在進入經

濟領域的同時，也介入到教育領域（操太聖、盧乃桂，2003）。而這種市場化的

表現也存在於基礎教育當中，如學校之間的競爭，擇校的現象等等。分數成爲

商品，競爭與市場這些力量使得基於學科學習的考試分數變得非常重要。與科

目本位相應的高風險的競爭性考試是使這種學科本位及其導致的過於强調知識

現象不能改變的重要原因。其背後的主導因素是與整個國家的文化、經濟與社

會發展相適應的。 

在這種背景下，實施綜合課程並不只是學科合併，解决繁冗的科目設置這

麼簡單，綜合課程背後的價值理念與傳統的教育價值是十分不同的。其蘊含的

學科爲本學科爲本學科爲本學科爲本 

制度層面 
行政架構 師範教育 考試制度  

學校教學與

組織結構   
知識本位 教師中心 

觀念層面 教師 家長 其它持分者 

學校組織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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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觀、教學觀、學生觀也必須改革。綜合課程的理念和運作，跟以往教師一

貫的做法，他們的價值取向、信念有著很大的不同。可見這項改革是頗爲複雜

的，牽動了整個課程目標、內容組織、教學策略、評估方法等互相依賴的各個

方面，對於教師教什麼，怎麼教，作爲一個好教師的期望與要求都發生了變化。

國家政策中公開提出的綜合課程，與舊有的傳統的教學實踐與價值是一個根本

的變革，旨在徹底改變沿襲已久的教學文化，這必然要求人的信念和行爲方式

的改變。但是傳統的思想觀念與行爲方式用了很長時間才形成，一旦形成，要

改變是很難的，這種改變也不是自上而下的變革所能達到的，人們需要時間去

調整以適應一項變革所提出的要求。 

因此，在這種獨特的文化脈絡下，綜合課程的本土化是非常重要的。從理

論上講，在 2001 年提出的全國性的綜合課程改革政策應該要考慮到本土化的需

要，立足於本土現象，深刻反思綜合課程本土化實驗中的各種資源與限制，那

麼在現實中的情况如何呢？ 

 

貳貳貳貳、、、、中國大陸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與理論研究中國大陸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與理論研究中國大陸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與理論研究中國大陸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與理論研究：：：：現狀現狀現狀現狀
與反思與反思與反思與反思 

一一一一、、、、新課程改革前新課程改革前新課程改革前新課程改革前，，，，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綜合課程的本土實踐 

中國大陸綜合課程的實踐是在 20 世紀 80 年代《中華人民共和國義務教育

法》頒布後開始實行的，主要是針對當時過於强調學科知識體系、導致內容艱、

難、繁、深，學生負擔重的狀况而提出的。同時 STS 教育傳入中國，聯合國教

科文組織也一直致力於在全球範圍內的中小學普及綜合理科課程，因而課程綜

合化被提到研究探討的議程，在這種背景下開始在全國課程及地區課程體系中

進行綜合課程的實驗。這些實驗主要有： 

1986 年，東北師大附中開始「初中綜合課程設置和綜合教學的研究實驗」； 

1987 年，中央教科所在廣東省南海市召開了「中學綜合理科教育研討會」； 

1988 年，上海市進行課程教材改革，開始倡導綜合課程，包括社會科與綜

合理科； 

1993 年，浙江省開始在全省初中階段開設綜合理科； 

1996 年，上海市和廣東省開始在高中開展綜合課程的研究，設置綜合文科

和綜合理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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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北京市開始在基礎教育階段（從小學到高中）開設上下銜接的綜

合理科課程，同時人民教育出版社和浙江省開始合作編制初中綜

合理科教材等等（張爽，2006）。 

這些改革從一所學校的探索，發展到市級、省級的改革，從點到面成爲全

國性課程改革的先導。到 2001 年，國家頒布《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

（以下簡稱《綱要》），提出綜合課程改革的具體措施。 

二二二二、、、、新課程改革前新課程改革前新課程改革前新課程改革前，，，，綜合課程本土研究的缺失綜合課程本土研究的缺失綜合課程本土研究的缺失綜合課程本土研究的缺失 

可見，在 2001 年《綱要》發布之前，有關綜合課程已開展了相應的實踐。

但是我們也不能否認由於對綜合課程認識的偏差，在理論研究和實踐探索方

面，還存在一些缺陷和誤區（代建軍、謝利民，2000）。正如一些學者所指出的，

對綜合理科課程進行研究的力度還不够（謝利民、郭長江，2001）。綜合課程理

論研究的問題主要表現在：  

(一一一一)新課程課改前新課程課改前新課程課改前新課程課改前，，，，實踐中的經驗沒有很好的總結與提升實踐中的經驗沒有很好的總結與提升實踐中的經驗沒有很好的總結與提升實踐中的經驗沒有很好的總結與提升 

中國內地的綜合課程改革在八十年代曾在一些地區試行。但這一時期的經

驗並沒有得到很好的總結與提升。雖然在實踐上進行了很多的探討，但除了一

些純理論的闡述或宣傳之外（浙江省蕭山市教委教研室，1998a、1998b），尚缺

乏令人信服的實驗效果及深度的實驗分析可以證明理論所描述的綜合課程的優

越性及實施中的問題（徐玉珍，2002）。王秀紅（2007）發現這一時期改革經驗

的缺失問題，對 80 年代東北師大附中及浙江省的綜合課程改革實驗進行了個案

研究，瞭解當時改革所走過的歷程。王秀紅（2007）的研究發現了浙江省的改

革最初參考了大量西方的理論及各國的綜合課程的教材，向西方學習的同時，

也累積了豐富的本土的實踐經驗。到 2001 年全國課改前浙江省已堅持實驗了十

年的時間，經歷了三次比較大的波折，其中遇到了各種困難與問題：如教師最

初的反對，不適應；教材的不斷調適；政策的跟進與教師培訓策略的變化等。

這十年的歷程中他們是如何堅持下來，他們的應對策略是西方的綜合課程落實

在中國本土實踐中最寶貴的經驗。對這些經驗進行總結，了解在吸取國外理論

的同時，如何致力於創立符合中國實際的課程模式是非常有意義的。然而恰恰

是改革這十年間的研究缺失了。據統計，對於綜合科學課程的研究資料多集中

1984-1991 年，即在東北師大 1986 年開始先導實驗到浙江全省在 1991 年開始

實驗這一段時間。如果以發表在《課程．教材．教法》3上的論文爲例，在 1986-1991

年有 47 篇關於綜合科學的研究，39 篇是介紹國外科學教育改革和科學課程的

                                                 

3
 《課程．教材．教法》是中國大陸在課程與教學研究領域重要的核心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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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秀紅，2007）。而在浙江省開始實驗後的近 10 年的時間，卻少見對這些經

驗進行總結。除了浙江省蕭山市對近十年的綜合理科改革進行了總結介紹外（浙

江省蕭山市教委教研室，1998a、1998b），並沒有專門的機構與學者來就這十年

的經驗與問題進行相關的研究。可以說綜合課程理論的研究是薄弱的，特別是

在課改前十多年的改革經驗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關注與研究。 

(二二二二)2001 年新課程改革前年新課程改革前年新課程改革前年新課程改革前，，，，理論研究缺乏對西方與本地經驗的反思理論研究缺乏對西方與本地經驗的反思理論研究缺乏對西方與本地經驗的反思理論研究缺乏對西方與本地經驗的反思 

對綜合課程理論研究比較集中的時期除了 1986-1991 年這一段時間，就是

在 2001 年新課程改革方案推出之前，即 1996-2001 年這一段時間。在這一段時

間裡學者們對於國外統整課程的概念、歷史發展、模式等進行了詳細與系統的

介紹（如張華，2001）。以 1996-2001 年的《課程．教材．教法》爲例，共有

53 篇研究，但衆多的研究大多在介紹西方統整課程的歷史、模式、概念等，探

討實施綜合課程的意義，對於西方統整課程各種概念與模式背後的理念，實施

中的問題及中國已有的經驗教訓則鮮有討論。西方的統整課程有一個很長的發

展歷史，呈現鐘擺式的波動；統整課程具有進步主義的色彩，它的優點的確是

很吸引人，然而我們從西方的研究中，可以看出統整課程本身還是有很多問題

的：它的概念與形式分歧多義；效果沒有證實；實施中面對許多問題（張爽、

林智中，2004）。在中國大陸的理論研究中，對於統整課程的概念與模式的分析

並不清晰，或彼此互相引證，更多的是把統整課程作爲一種課程組織的形式，

而各種模式背後的理念較少涉及，尤其對於西方統整課程中出現的問題分析是

不够的，缺乏對於本地經驗的反思，沒有及時指出可能在實施中出現的種種的

問題。  

三三三三、、、、新課程改革開始後新課程改革開始後新課程改革開始後新課程改革開始後：：：：政策與實施中的問題政策與實施中的問題政策與實施中的問題政策與實施中的問題 

(一一一一)課程政策欠缺學理的清晰性課程政策欠缺學理的清晰性課程政策欠缺學理的清晰性課程政策欠缺學理的清晰性 

2001 年的新課程改革將綜合課程作爲課程改革的重點突破內容（朱慕菊，

2002），對許多學校與教師而言，是一個富有「革命性」的變革（湯菊芬，2003）。

然而在 2001 推出新的綜合課程政策前，既「缺乏堅實的實踐基礎，也缺乏厚實

的理論基礎」（徐玉珍，2002，頁 22）。這也導致政策上欠缺學理的清晰性與最

初實施中不可避免地出現諸多的問題。 

在中國大陸的課程文件中，將綜合課程分爲綜合學科和高度整合的綜合課

程（鍾啓泉、崔允漷、張華，2001；黃偉，2003）。綜合學科指的是原有的物理、

化學、生物、地理（自然地理部分）被整合爲科學；歷史、地理（人文地理部

分）被整合爲歷史與社會；美術、音樂被整合爲藝術。除了這三門綜合學科外，

品德與生活（小學 1-2 年級）、綜合實踐活動是一種高度整合的綜合課程。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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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類是按綜合的程度進行劃分的，與西方將統整課程視爲一種連續體的課程組

織相似。根據崔允漷、蔡培陽、沈蘭、林一鋼（2002）對科學科教材的分析，

這些課程多是採用主題設計的形式。如果以 Drake（1993）的分類，可以視爲

科際整合方式（interdisciplinary）。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綱要（試行）》中提

倡的綜合實踐活動，主要包括：信息技術教育、研究性學習、社區服務與社會

實踐及勞動與技術教育。文件中將綜合實踐活動界定爲：基於學生的直接經驗、

密切聯繫學生自身生活和社會生活、體現對知識的綜合運用的課程形態。其中

研究性學習，注重與學生經驗和社會議題的結合，忽略了學科領域的界限，可

以看到超學科（transdisciplinary）的影子。然而將信息技術教育、勞動技術教

育、社區服務與其並列作爲綜合實踐活動課程的內容，似乎與綜合實踐活動的

課程本質規定不符，人們不禁要問：到底這是什麼類型的統整課程呢？政策制

定者似乎將以往課程中除了主要科目如語文、數學之外的一切東西都放在了標

籤爲「綜合實踐活動」的課程裡，同時爲了表明這些東西也很重要，要求從小

學三年級起一直到高中每週三個學時的必修課。李臣之（2002）曾運用拖車的

比喻，認爲車的主體部分裝載著語文、數學、科學、社會等領域，其他需要强

調而又難以納入的部分只能收留在拖車裡，拖車裝載的不是一個整體，而是混

合物。由此可見這一政策本身欠缺學理的基礎與清晰性，對於綜合課程的概念

是混淆的，也反映黃偉（2003）所指出的大陸對綜合課程的理論研究還比較薄

弱的問題。 

(二二二二)實施中的困難重重實施中的困難重重實施中的困難重重實施中的困難重重 

在 2001 年，全國性的綜合課程改革進入實施階段後，不可避免地遇到了很

多的困難。學者們的研究也開始關注綜合課程實施中的問題，社會各界與媒體

也參與進來。從學者的相關研究與媒體的報導來看，主要的問題表現在： 

1.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課程設計 

統整課程要打破學科的界限，統整的方式也很多，沒有一個放諸四海而皆

凖的模式可以依循。而習慣了分科教學的老師是十分依靠教科書的。劉宇（2002）

指出綜合課程的教師對詳盡清楚的課程標準和教參仍有很强的依賴心理。不少

學者和教師都指出目前的教材設計是拼盤式，科學科與社會科都存在這一問

題，綜合的程度很低，學科的界限明顯。雖然新課程改革鼓勵教師「用教材教，

而不是教教材」，但是教師如何設計綜合課程是一個倍受關注的問題。目前一項

新的政策力圖通過在小學全部採用美國的科學教材來解决這一問題（孫風雷、

章萍，2005 年 11 月 2 日）。 

2.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教學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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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課程强調培養科學素養與人文素養，强調探究式與體驗式的教學。然

而如何在課堂中真正地實施，而不是只是作爲前臺的表演，呈現在公開課比賽

中，是綜合課程實施中的一個重要的問題。 

3.綜合素質評價綜合素質評價綜合素質評價綜合素質評價 

在科學科與社會科的課程標準中都明確提出，綜合課程的評價要注重過程

性評價，尊重學生的個性和特點，力圖滿足學生全面發展的需要，提倡學生、

教師、家長等共同參與的評價方式（中國教育部，2001b、2001c）。因此實驗區

在 實 施 中 多 重 視 這 種 綜 合 素 質 評 價 ， 如 採 用 檔 案 袋 式 的 評 價 （ portfolio 

evaluation）。但是這一評價方式在實施中卻出現很多問題。深圳特區報曾連續

兩日專題報導中考時採用綜合素質評價在現實中出現的種種怪現狀。在綜合評

價時，學生的自評互評變成了同學間的賄選拉票，家長的參與評價變成家長投

訴學校與教師（阮燕、張舜，2006 年 5 月 15 日；阮燕，2006 年 5 月 16 日）。

表面上看這只是一個評價是否公平的問題，究其背後的深層原因，卻是綜合課

程這一理論在中國的現實情境脈絡下的種種生動的體現。 

如果將其與浙江的經驗進行對比，會發現新的課改也面對著 90 年代浙江進

入綜合課程實驗後所遇到的種種問題。如果能在課改前，對於十年的實踐進行

了一個很好的研究與總結，對於各種綜合的理念與實施中可能出現的情况進行

深入的分析，是否可以少走一些彎路，對教師多些切合實際的指導，使改革的

實施更爲順暢些呢？ 

現在中國大陸綜合課程實驗已經開始七年了，如果從公開發表的論文來

看，綜合課程的研究又開始離開了人們的視野。在 2005 年後，以《課程．教材．

教法》爲例，又很少有關綜合課程改革的文章，特別是實地的研究幾乎沒有，

一些博士的論文也主要集中在理論研究上，在這種情况下，綜合課程的本土化

研究狀况讓人擔憂。 

 

叁叁叁叁、、、、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結論與建議 

要把一套在某一特定環境下建立起來的理論模式運用到其他地方，需要總

結和發現不同的文化現實情境。從當前的情况看，理論上建設不足，實施中的

問題並沒有得到很好的關注。由於缺乏本土的實地研究，從八十年代開始的實

踐經驗並沒有得到很好的提升與總結。導致綜合課程的政策更多基於西方國家

綜合課程的理論與做法，力求以此解决中國課程學科爲本，內容艱深等積弊，

卻孤懸於本國的文化脈絡之外。這樣的情况事實上不只在中國大陸，在其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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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也時有發生。如新加坡的數學教材，引入到美國後卻遇到水土不服的問題。

再好的課程，沒有一個本土化的研究與實施過程，只是去脈絡化地簡單移植，

很難避免會遇到重重的困難。兩岸三地都在實施綜合課程，相近的文化脈絡下，

三地的課程實施中也面臨著許多共同的問題。在臺灣，學者們針對課程統整的

設計與實施中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反思（如歐用生，2000、2003），並開展了

衆多的實地研究（如王嘉陵，2001； 宋佩芬、周鳳美，2002），許多博士碩士

論文也對此進行較爲深入的個案研究，這對於總結本土統整課程設計與實施的

經驗，尋求適合本土實際的課程模式是非常重要的。 

每一個國家與地區有其特定的文化脈絡，移植的課程與理論能否促成教育

理想的達成，必須真正觀照到本國的教育情境。統整課程各種模式及背後的理

念並不一致，而統整課程的實施也不單只是技術性的一種工作，不考慮到背後

的理念，拿來就用，在概念不清的情况下，只會出現表面化實施甚或是不倫不

類的現象。因此真正地去了解各種理論及其適用情境並以其來指導實踐，而不

是簡單地去脈絡化地加以移植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本土的經驗與理論也是從

實踐中來，沒有從實地中來的微觀理論的觀照是無法發展宏觀的理論的。教育

理論宜先立足於本土現象，深刻反思本土的文化資源與限制，研究者要關注「在

本地這一理論的應用出現了什麼問題」，「我們的問題需要用什麼策略來解决」，

及時地總結與提升本土的經驗，只有這樣才有可能促進課程的發展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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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Work in Mainland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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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the 1980s to present, education authorities and schools in mainland China 

have been trying to develop and implement integrated curriculum. New integrated 

subjects like ‘science’ and ‘history and society’ and highly integrated curriculum 

such as ‘character and life education’ and ‘integrated practice activities’ were 

introduced and implemented. Despite these efforts, there has not been significant 

theoretical development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in mainland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researchers attempted to point out that curriculum theorists have not generated 

theories from the small-scale innovations of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various parts of 

mainland China.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we must learn from the experience of 

curriculum integration changes by conducting serious academic studies on the 

changes in the context of mainland China. With the theories generated from the local 

cultural context, curriculum developers and implementers are in a much better 

position to plan and implement integrated curriculum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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