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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鉴异国经验之道：基于本土发展的对话与创造 

黄 文 琴 

(华东师范大学 教育学系，上海市200062) 

[摘 要】 我国各个领域通过借鉴异国经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在改革开放之后更甚。在这个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借鉴方式，其中“移植式”、“启发式”、“演绎式”为多。文章从“生命体成长”视角提出，结合“校本”研究这个具体主题，探讨 

了为了有效地借鉴异国经验之道，至少要在两个基本方面不断获得提升，才能真正焕发出它们的威力：对话中对异国经验的 

到位理解，实践中基于本土的创造性转化，以最终实现基于本土发展的对话与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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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国门打开后，“西学东渐”的传统就开始了，到了改革 

开放后，这个传统更甚，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就学术界而 

言，各个研究领域都引进了西方的许多研究成果。我们如何 

去理解它们，如何学习它们，如何用它们，是我们面对的比较 

有共性的问题。在这个实践的探索过程中，出现了各种各样 

的借鉴方式，其中“移植式”、“启发式”和“演绎式”为多。随 

着探索的推进和深化，就这些方式本身 ，我们也遇到了诸多 

困惑，也积累了一些经验和教训，更试图有突破性的进展。 

一  着“生命体成长”视角以开眼 

不论是哪个领域哪个主题的探索和引进，我们都在用不 

同的方式，从不同的视角和层面来尝试接近它们，了解它们， 

试图把握住它们的内涵。此文试图从生命体成长的视角来 

加以探寻。这种尝试意在了解它的诞生和成长路径、方式和 

机理等问题，假设我们以“校本研究”作为探讨的对象，当我 

们来把握这个从国外引进的研究方向及其成果的时候，我们 

总是试图把“校本”这个对象当作类生命体来整体地看待， 

这也正是此视角区别于其他视角的独特之处。值得注意的 

是，生命体的诞生不是一次性的，每一次质的推进和飞跃，都 

是一次重要的重生经历，也就是每一次这样的重生，让生命 

体不断地在蜕变中实现成长。由此，结合上述“校本研究” 

的例子，我们要了解它们，就需要从这每一次的诞生机理中， 

努力获取对“校本”的有机认识和理解，并于相异处理解其 

先后发展性，于相通处体会其内在连续性。众所周知，“校 

本”并非本土概念，而是“school—based”的中文译名，是在西 

方学术团体中最早诞生的和发展起来的，并于21世纪初前 

后，以“西学东渐”式的学术交流而引进我国；与此同时，我 

们也在试图用这种异国经验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由此 

“校本”也开始了它的异国生长之旅。从“校本”已有的发展 

历程来看，我们是需要向“校本”探索的先行者虚心学习的， 

因为在这个方向的探索上，它们相对而言有更多的积累，这 

个路径的有效学习会带来事半功倍的效果。从生命体成长 

的视角来探索校本，所以我们关心的是 “校本”最初是怎么 

诞生的，以及后来是怎么不断发展的，致力于了解其“内生” 

机理，并从它在不同阶段中的发展特点作一了解。但是这种 

试图借异国经验来解决自己的问题的思路，至少要在两个基 

本方面不断获得提升才能真正焕发出它们的威力：在对话中 

对异国经验的到位理解，实践中基于本土的创造性转化。 

二 对话中对异国经验的到位理解 

要说理解，我们首先面对的就是建构理论、用于沟通的 

基本工具或媒介，言语中的“概念”。我们知道人类的聪慧 

之举俯首皆是，其中“命名”行为就是重要的创造；而各种各 

样的概念的诞生，也是通过这个“命名”行为而得以最终实 

现的。当我们感知到某个对象的整体面貌的时候，就会根据 

它不同于其它的突出特质来对之加以命名 ，以表意。那么从 

我们已经创造的各种人类文化中，可以了解到不同文化基于 

不同环境对人类共同面对的基本问题所创造的感知方式是 

不同的，由此而来的外显的话语表达方式也有很大差异。以 

“校本”这个概念为例，作为一个引进的概念，它的英文是 
“

school—based”，经过学者的翻译，使用了“以学校为本”、 

“以学校为基础”等不同表达 ，由此这个概念一方面经历了 

文化背景的转换，一方面经历了主体背景的转换，使得人们 

对它的理解具有模糊性的特征，基于此种特征，它的发展就 

在“清思”的回归中和“模糊”的空间中进行着创造性的发 

展。由此可见，概念是一种对意义的概括性表达，但它是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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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的。进而我们也更加容易理解到，一定的研究成果也是一 

方水土的文化状态的具体呈现。由此提醒我们在对话中，尤 

其是异国文化之间的对话中，特别需要对不同的概念内涵进 

行把握和辨析，从中了解它们的针对性，为展开有效的对话 

性学习做好基础功课。 

(一)整体视野下把握概念的针对性 

之所以要强调它们的针对性，是因为问题的产生和解决 

的需求是根本动力，是起点也是旨归，是我们首先要面对的 

问题。随着各种不同原因的触动和推进，面对不断涌现的新 

问题，人们试图寻找到有效的解决问题之法。以“校本”研 

究为例，在不同的研究背景下，“校本”的诞生与学校的关系 

有所不同。在西方，学校本身已具有的自主权不小，是对自 

主权的更大范围的争取。在此趋势下，面对新问题提出的种 

种挑战，进一步考虑如何更好地促进学校的发展，而探索出 

的学校发展理念和策略：“校本”。在中国则有所不同，当学 

校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时，按照以往的习惯，期待外界提 

供解决方案，或等待理论界提出良方，或期待上级的教育政 

策的指示，自己的行动依赖他人的“脑袋”。它所面对的问 

题是学校 自主发展的意识的唤醒。这时就会出现两种大的 

取向，一种是循规蹈矩，因循守旧；一种是试图 自己有所为之 

时，面对的直接问题就是自主权问题，有了自主权之后，才有 

学校对进一步问题解决方式的自主探寻。同时，在西方“校 

本”带来的有益经验的触动下来思考，如果我们要获得这样 

的发展，我们需要具备什么样的条件。这时，改革面对的直 

接问题就是 ，学校对自主权的争取 ，上级对学校 自主权的放 

权问题，为校本发展理念及其实践争取施展拳脚的空问和机 

会。可见，不论是时势所趋，还是理论探索都导向了学校自 

主权的逐渐下放。有自主发展意识的学校也会充分利用逐 

渐下放的学校自主权，发挥校本发展理念的价值，协调好与 

学校其他发展策略的关系，在力图形成合力的努力中，增强 

学校 自身的内涵发展。 

(二)从思维方式层面做最深层次的对话 

那么我们最深层次的对话当是思维方式层面上展开的。 

我们知道特定文化内含着特定的思维方式，由此而呈现出多 

样性。那么说到思维方式，我们需要尽量避免孤立地去理解 

它的存在，陷入“某种思维方式为上”的霸权陷阱中。而如 

果能努力地从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角度来把握它，我们或许 

能以更丰富生动的方式来理解它。从它最原始的诞生方式 

来看，最早我们也是从我们已有的有效尝试中，来感受到、提 

炼出它们来的，并赋予不同品性的思维方式以特定的指称， 

然后又不断地回到我们的实践中能动地重新建构出它们的 

生命。而不同品性的思维方式，它们各自的生命力也随着问 

题解决的效力的提升而不断得到增强，同理，随着问题解决 

效力的降低而逐渐衰弱。杜威在《民主主义与教育》中对二 

元对立思维的解读 ，正是这种从原视点中去理解思维方式何 

以存在的典范之一： 

这些割裂的起源产生于一个团体内部壁垒森严的社会 

集团和阶级的划分：富与贫、男与女、贵族与平民、统治者与 

被统治者之间的壁垒。这些壁垒意味着缺乏畅通和自由的 

交往。这种缺陷等于树立各种不同的生活经验模式，每一种 

生活经验模式有其孤立的题材、目的和价值标准。如果哲学 

是经验的表里一致的描写，那么每一种这样的社会状况必然 

表述为二元论哲学。如果超越二元论——很多哲学在形式 

上就是这样——那只能通过诉诸高于经验中所能找到的任 

何东西，通过逃跑到某种先验的领域才能做到。这种理论名 

义上否认二元论，实际上回复到了二元论，因为它们的结局 

是一种分裂，一方面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即仅仅是现象，还有 

一 方面是达不到的现实的本质。 

(三)在实践中体悟概念的丰富生动 

此外，作为在与不同的学术参照系进行对话的学习主 

体，笔者亲身经历了思维方式的转型探索，从如何实现点状 

思维方式到整体思维方式的曲折过程中，体会了特定思维方 

式所赖以生存的土壤；感受了整体思维相对于点状思维，复 

杂思维相对于简单思维，静态思维相对于互动生成思维等， 

它们对当前实践的更大解释力和推动力，对既有理论的突破 

性推进力，以及对研究主体生命质量的创造性和实践力提 

升。上述体验也说明了，我们对异国经验的理解，不仅要有 

理论智慧作为基础，还要重视在实践中去体悟它鲜活的生命 

形态。 

三 实践中基于本土的创造性转化 

在引进研究成果的背景下，实践基于本土的创造性转 

化。此处的“实践”，既包括基于特定研究传统提出理论假 

设、建构理论的研究实践；也包括在一定理论指导下，以解决 

具体实践问题为指向的改革实践；从中可知，我们并不从理 

论的抽象品质与实践的具体性情之间的差异所产生的问题， 

作为理解理论与实践关系的着眼点；而是从理论与实践内在 

统一于主体的角度来把握理论与实践的内在关系，去珍视不 

同品性的它们给我们带来的精彩。 

(一)发展中确证本土立场 

既然是基于本土，具备本土立场是非常重要的基本问 

题。如上所述，我们从方法论层面上，把握其思维方式，来探 

究异国经验得以创造的内在机理，我们会发现本土立场之重 

要。从而我们也更能体会我们实践界作出的本土创造的可 

贵。在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理论出现了“失语症”，我们的实 

践失去了外援，但是我们的本土探索还是在自觉不自觉中、 

主动发展或生存被迫中，在推进实践问题的解决。如我们的 

学校教育面对不断涌现的新问题 ，自主意识的觉醒，探索中 

创造着本土智慧 ，用草根方式来解决 自己的问题。当然唤醒 

我们本土意识、确立本土立场的方式不只这一种。 

(二)缺失中发现本土立场 

被指责患有“失语症”的当前教育界，为了走出这种困 

境，也在不断地试图寻找到并尝试发出自己的声音，本土的 

声音。就在学习和借助异国经验来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的 

探索过程中，积累的经验和教训，也在不断地唤醒着我们的 

本土意识，也让我们不断发现自我和反观自我，从而确立本 

土立场，以促发展。以“校本”研究为例，在“校本”被我国学 

者慧眼识珠引进我国后，开始了“橘生淮北” 之旅，我们对 

“校本”有了很多的理论上的和实践上的探索，那么叶徒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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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其味可殊?水土之异对其生长可有影响?有何种影响? 

已结出了何种类的果实?果品如何?所以我们更期待在践 

行中反思我们的“外植”机理，它在不同发展阶段会呈现出 

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优势和不足。无疑，对这些问题 

的不断深入体会和思考，都在唤醒着我们的本土意识，增强 

着我们的本土立场。 

(三)基于本土发展的对话与创造 

上述中，我们体会到，无论是理论界还是实践界，面对困 

境，生命主体的自觉性不断被磨练出来，在探索中走自己的 

路。也随着我们对“内生”机理的感悟，随着我们在“外植” 

机理中体会到的艰难，它们都促使我们重新关注和挖掘我们 

已有的本土创造，做本土思考，并在自我反观中，与他者的对 

话中，以更开阔的视野，做更丰富的探询，以解决我们所面对 

的具共通性的问题，即，面对类似的问题，我们对问题的本土 

思考与国外的思考方式有什么不同，我们的条件有何不同， 

我们如何更有效地对话等。从而在这个对话中，基于自身不 

断探寻更好的发展、成长路径和方式；也就是说，要立足自己 

的问题，基于自身的综合条件，自我既要积极地做探索，又要 

学会在与优秀资源的“对话”中做“我向学习”，探寻更有效 

的解决问题之道。 

总之，实践中基于本土的创造性转化要求，问题要是自 

己的，发展方向是自己的，考虑自身解决问题的已有条件和 

可能条件来确定可行的目标，创造条件来实现目标。在探索 

过程中，一方面要善于提升 自己的理论智慧，在方法论的层 

面上来学习异国经验；另一方面要勤于磨练自己的实践智 

慧，创造性地转化异国的具体经验。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是 

促进问题不断得以解决的不二法宝。 

注释： 

① [美]约翰 ·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M]．王承绪译．北 

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349． 

( 《晏子春秋 ·杂下之十》：“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 

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 ，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 

水土异也。”说的是，同样的种子由于土壤、气候、环境的 

改变，结果就产生了橘与枳的差别，比喻 同一物种因环 

境条件不同而发生变异。笔者此处的引用，是从事物生 

长与环境条件之间的互动角度着眼的，而并不喻指它必 

成为“枳”的“果品”。 

③ 此处，不论是“在自己的实践中探索”，还是“对话中的 

我向学习”，都是从学习方式角度来思考的。而“外植” 

或者“内生”，或许从解决问题的机制的角度来理解则 

更为妥 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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