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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主义对贵州护理职业技术学院高职职通英语课

程教学是重要的理论指导，后现代主义课程论有一些共性，

那就是强调学生的主体性和个性，课程的转变性、过程性、

不确定性、复杂性、丰富性以及课程与教学的融合性，这

些共性给我们职通英语教学如下启迪。

态到动态

强调从静的内容转到学生的动转变性，全面而深刻地

理解和把握课程的本质。在高职职通英语课程的教授过程

中，每一位教师都有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并且会自觉或不

自觉地将具体的观点投射到有关教学中去，但概括起来，

课程即活动的观点相对来说是比较新，针对性也比较强的

观点，其核心思想为课程是各种自主性活动的总和。而后

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尤其是多尔的课程理论不是从内容或

材料的角度，而是从学生的发展、对话、探究、转化的角

度出发来界定课程，这才是我们高职英语的重点 [l]。可以说，

多尔的课程观对于我们更完整、更深刻地把握高职职通英

语课程的本质具有积极的意义，我们应该从静态到动态，

从强调动的内容转到学生动的过程，全面而深刻地理解和

把握课程的本质。

化的、具有弹性的课程结构，建立以弹性和

综合性为特征、多种课程形态相结合的课程

结构

美国后现代主义的课程理论主张课程是开放性的、丰

富的、复杂性的、转变性的，这给我们英语课程结构的改

革有一定的启示：实行多样化的、具有弹性的课程结构，

建立以弹性和综合性为特征、多种课程形态相结合的课程

结构势在必行；积极构建高职英语课程，着眼解决高职学

生整体发展的问题，形成探究的态度。长期以来，笔者所

在学院实行的是统一的课程制度，单一的课程结构，改革

单一的课程结构，实行多样化的、具有弹性的课程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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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以弹性和综合性为特征、多种课程形态相结合的课程结

构势在必行。多种课程形态结构，可以拓宽学生的学习空间，

有利于改变教师的教授和学生的方式，促进学生的知识学习

和实践能力的协调发展，也可以使学院在课程组织、管理和

实施中发挥更多的自主性，有效利用和开发英语课程资源，

构建职通英语的特色的课程 [2]。特色课程的设置不仅是教学

内容的改变，而且必将引发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方式的改

变。因此，在考虑内容构建的同时，还必须解决方法和组织

实施的问题，将职通英语的学习内容和学生的自主活动有机

地结合起来，发展特色的职通英语课程。

应具有多样性、疑问性和启发性，形成一种

促进探索的课堂气氛

课程作为一种转变性过程，需要对话、交往和交流，

更需要教师运用后现代主义来激发对话。后现代课程理论向

我们昭示，作为职通英语的教育过程是课程转变是其核心，

教师要通过转变职通英语的教学过程、思想和参与者，和学

生自由相互作用来呈现职通英语的课程，课程内容需要一般

的、宽泛的，和学生多交流 [3]。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认为，

现代主义将课程内容视为“是什么”的隐含表现，而后现代

主义视其为一个及物动词，可能“是什么”。因此，课程的

学习者需对所研究的材料有足够的了解，并有足够的信息，

既能解决、解释、分析和表达所呈现的材料，又能以富有想

象力和离奇的方式与那些材料游戏。对学生实行开放性的、

启发性的、引发学生的思维逻辑。所以，我们需要创造性想

象也需要逻辑界定：既需要创造性思维，也需要结束性活动。

作为教师我们需要以丰富多样的方式来讲解课程，从而鼓励

学生与我们共同研究，透过与学生对话探讨各种可能性。

课程与教学

从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尤其是多尔的后现代课程

理论我们不难看出，课程与教学是交叉与融合的关系，课程

与教学没有明显的界线 [4]。而在传统的教育理论指导下，长

期以来我们对于课程普遍持一种固化的理解，认为课程和教

学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说到课程主要是指课程计划、大

纲的制定、内容的选择和编排，而谈到教学，则是指课程的

实施过程，涉及教师的行为和教学方式方法等，二者之间确

实存在着明确的分工，固守着不可逾越的、明晰的界限。其

结果是造成课程设计与课程实践的持久隔离，因而常常难以

达成课程编制的预期效果。

教学是实现课程改革目标的重要环节，英语教学也一

样，是发挥教师创造性，在实践中开发、研究教材和教学方

法的过程。以学生的发展为英语教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的教育

观要求：学习的有效性建立在学生主动参与和知识建构基础

之上的 [5]。教学不仅要解决同一性的问题，也要解决差异性

的问题。要纠正只重视思维、认识的同一性，忽视背景不同

所带来的差异的偏向，使教学过程建立在对人的科学认识的

基础上。

色的转换

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认为课程目标不应预先确定，

课程内容不应是绝对客观和稳定的知识体系，课程实施不应

该注重灌输和阐释，所有课程参与者都是课程的开发者和创

造者，课程是师生共同探索新知识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多尔

认为在课堂教学中，存在一个迷人的想象王国，在那里没有

人拥有真理，每个人都有权利要求被理解，主张课堂教学中

的学习和理解来自对话和反思，教学中教师需要学生的干扰

和挑战。

因此，美国后现代主义课程理论挑战传统师生关系和

教师权威观，主张师生关系更少地体现为有知识的教师教导

无知的学生，而更多地体现为一群个体在共同探究有关课题

的过程中的相互影响，教师与学生在一起探索达成的共识；

教师的权威不再是超越性的、外在的，而成为共有的、对话

性的；教师的作用是平等者的首席，教师的权威转入情景之

中，教师是情景的领导者，而不是外在的专制者。上述后现

代主义教学观启示我们，一定要实现教师角色的转化：第一，

教师不能仅仅是一个教科书的讲读者，必须成为教学的组织

者和促进者。第二，教师不仅是一个课程的执行者，而应是

课程的实施者。实施者要创造性地开发教学过程，使教学成

为一个动态的、多方交流的、发现和发展知识、文化的过程。

第三，教师是学生学习的合作者和伙伴，也是课程的开发者

和研究者。要根据学生学习的需要，选择和开发教学资源，

设计展开多种教学活动，开放学习空间，加强书本知识的学

习与社会实际的联系。

所以，美国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和方法是以新的理论视

野和新的价值观念理解课程的本质，构建职通英语新的课程

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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