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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工作 ,但如果一如既往地疏远教师、课堂这些

实际教学生活 ,我们将难以立足。”[18 ] 因此 ,对一种

具有真正操作意义的后现代课程理论的呼唤就成为

课程研究者与实践者的共同期望。可以说 ,澳大利

亚课程学者布莫等人所倡导的协商课程以其浓郁的

实践品格 ,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后现代课程实施的有

效模式。协商课程在实施过程中强调协商学习而反

对促动学习 ,其倡导者布莫与库克分别提出了不同

的实施框架。这样 ,协商课程所代表的课程形态不

再是教育情境之外固定而静态的知识文本 ,而是在

教育情境中由师生共同创生的一系列“事件”,因而

它对改造传统的机械主义课程与教学模式无疑具有

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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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以型为核心概念 ,牢牢抓住成人高等教育的型是

什么 ,为什么要转型 ,转什么型和怎么转型四个关键问题展

开 ,对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的现实基础、理论依据、目标指

向、主要范畴和具体推进策略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 ,形成

如下基本结论 :

一、成人高等教育在我国具有存在的必要性。部分独立

设置成人高校的撤并 ,仅仅意味着成人高等教育某些办学形

式的改变 ;将成人高等教育完全融入普通高等教育的做法 ,

并不适合我国目前的国情 ;以高等职业教育取代成人高等教

育 ,更违背了成人高等教育多样性的特点。

二、成人高等教育是“型”的存在着的。根据我国成人高

等教育发展的实际 ,以价值取向的不同作为成人高等教育型

的划分依据 ,可将我国成人高等教育主要划分为学历导向

型、职业导向型和学习导向型三种型。

三、我国成人高等教育型的发展 ,主要经历了建国前的

雏型期、建国到 1976 年的塑型期、1977 年到 1986 年的成型

期和 1987 年至今的转型过渡期四个基本阶段。

四、目前我国成人高等教育面临着全面转型的艰巨任

务 ,顺应社会转型需要、促进成人发展、践行终身教育理念 ,

是新世纪成人高等教育持续健康发展的唯一正确选择。我

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应把向学习型的转变作为转型的方向

和最终理想追求 ,向职业型的转变作为转型的必经阶段和当

前的重点 ,经职业导向型这一中介和过渡 ,最终向学习导向

型转变。

五、我国成人高等教育转型是成人高等教育发展进程中

的整体性变革和质的飞跃 ,使成人高等教育获得新的相对稳

定的存在方式 ,是一个系统工程 ,需要从观念的转变、制度的

创新、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升等方面进行全面变革。

六、转型是一个矛盾交织丛生的复杂过程 ,其中既有支

持转型的动力 ,也存在着反对转型的阻力 ,它们共处于一定

的场域中 ,转型是这两种力量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博

弈过程。在具体推进策略的选择上 ,应该注意 :组织的学习

化、机制的市场化、手段的信息化、保障的法制化和运作的有

序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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