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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哲学是在 世纪 年代 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教授李普曼

创始的一项以儿童为对象的哲学研究 这一研究鼓励儿童去

验证自己的观点 并帮助儿童去发现和使用推理的规则 也对儿童提出一些有

意义的问题 让儿童去思考与作正确的回答 咱1暂面对急速发展的技术变革和纷繁
复杂的经济社会问题 澳大利亚把培养具有批判性思维 探究性与合作性能力

的儿童作为应对时代挑战的核心对策 把儿童哲学引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则是

这一对策的具体措施 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背景 使得世界各国都面临着同

样的问题 深入研究和分析澳大利亚儿童哲学课程的发展历程与具体内容 无

疑会对促进我国的基础教育发展与变革起到借鉴与启迪作用

一尧澳大利亚儿童哲学课程的背景与历程

渊一冤澳大利亚儿童哲学课程的背景
经济发展与教育质量

世纪 年代 作为发达资本主义的英联邦国家 澳大利亚推出了一系

列教育改革 自 年起 澳大利亚教育部相继发布了 霍巴特宣言

澳大利亚的儿童哲学课程
发展及其启示

余保华 刘 晶

摘要 为应对全球化与知识经济的挑战袁凸显教育质量与教育公平在国家教育改革与发展中
的核心位置袁澳大利亚把儿童哲学引入基础教育课程体系作为一项针对性的具体教育举措遥
其儿童哲学课题体系袁在课程目标上侧重儿童理性思维尧社会性发展和道德品质的形成袁在课
程内容上强调儿童生活经验与人类普遍性问题袁在课程实施上运用团体探究的实践方式遥 同
时袁澳大利亚在儿童哲学课程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师资质量尧学生学业负担尧学习评价等诸多
现实挑战遥 澳大利亚儿童哲学课程的发展经验对我国教育的启示院提升基于课程统整的教育
质量曰重建以探究与对话为特征的教学模式曰帮助处境不利儿童以实现教育公平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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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德莱德宣言

和 墨尔本宣言

其中 霍巴特宣言 确定

了澳大利亚联邦共同遵守的十大学校教育目标 并构建了澳大利亚学校教育发

展的国家合作框架 阿德莱德宣言 则确立了提升学生学业标准 筹划国家课

程建设和谋求学校教育公平性三大教育发展主题 咱2暂

年 澳大利亚教育部颁布了 墨尔本宣言 宣言指出 高质量生活的能

力 取决于在全球经济下知识竞争和创新的能力 咱3暂教育赋予了年轻人知识 理

解 技能和价值观以面对挑战 而学校可以在提高智力水平 身体健康水平 社

会情感以及道德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宣言还强调 必须要认识到批判和创造性

思维对于学生成为成功的学习者具有基础性作用 批判性思维具有生产性 力

量性 且居于有效学习的中心位置 通过利用一系列的思维技能 学生习得一些

自己能熟练理解的能力 无论他们遇到困难 还是不熟悉的信息和新的想法 都

可以尝试使用这些能力 另外 思维知识的向前发展和思维策略的使用可以提

升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自我学习的管理能力 他们会更加自信和自觉的成为问

题解决者和思考者 咱4暂基于以上认识 澳大利亚课程评估和报告局

在设置 课程的过程中 把对批判性和创

造性思维能力的要求贯穿于所有学科 如哲学所包括的逻辑 认识论 形而上

学 伦理学 美学等知识分别在英语 数学 科学 历史 音乐等学科中融会贯通

从而达到在全学科结构下全面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

社会发展与教育公平

在国际性的教育测评中 澳大利亚的基础教育已处于较高水平 但是 在提

高教育质量和实现教育公平的进程中 仍有一些教育问题亟需解决 尤其是在

教育机会均等方面 在澳大利亚 土著儿童和来自低水平经济背景的学生是教

育公平实现过程中必须面对的两大主要群体 也是制定社会发展政策必须考虑

的重要对象 为解决这一问题并实现 弯道超越 式的教育发展 在宏观层面 澳

大利亚在教育公平问题上制定相关教育政策 如自 阿德莱德宣言 起 教育公

平一直是教育改革和发展中的核心命题 在微观层面 以课堂教学为主阵地 通

过课程内容与教学方式的变革有效提升处境不利儿童的学业成就

年 月 澳大利亚学校哲学联盟

简称 与墨尔本大学教育研究生院联合举行了主

题为 周到的课堂 利用教学克服教育劣势 国际研讨会 在会议上 与会者集中

讨论了中小学哲学教育以及利用哲学教育克服教育劣势的可能性 澳大利亚学

校哲学联盟主席菲利普 卡姆 指出 教育劣势是指那些令人不快的

条件或情境 它包括两方面 一是类似于贫穷 家长的忽视和缺乏足够的教育供

应所造成的劣势 二是学生校内生活和校外生活文化背景和价值观之间的差距

所造成的教育劣势 咱5暂前一种教育劣势是在学校控制之外 学校没有能力去掌

控 但是对教师而言 不同学生背景和文化所带来的差异更值得关注 调查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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