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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彭正梅教授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基础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的国际比较研
究”（课题批准号：ＷＧＡ１６０００４）的阶段成果。

共同文化的寻求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课程改革的新保守主义趋势
邓　 莉

摘要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面临多元文化主义挑战，历届政府发起或支持课程改革，试
图制定和实施全国性的统一课程标准，以维护美国的共同文化与核心价值，呈现出新保守主
义趋势。与国家课程改革相呼应，美国教育新保守主义者也主张美国社会应该共享共同文
化，并与政府取得联盟，积极推动国家课程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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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美国联邦和州政府进一步加强对教育的管理和控制，
推行教育改革致力于制定与实施统一的课程标准，并实施统一测试、教育问责
制。这些教育改革或教育政策文本的出台旨在提高学生的学业成就，改善教育
质量，以帮助美国获得经济上的成功，进而提高美国的国际竞争力。但是如果我
们深入探寻，能发现其背后还隐藏着美国对自身统一传统、共同文化与核心价值
受多元文化主义、种族主义冲击的深度忧虑，为了消解这种忧虑，美国教育转向
新保守主义（Ｎｅｏｃｏｎｓｅｒｖａｔｉｓｍ），突出强调教育的国家宗旨和意志，期望通过制定
和实施统一的课程标准，规定“学生应该学什么”，倡导“核心知识”与“共同文
化”，来维护美国的核心价值。与美国国家课程改革相呼应，美国产生了一批教
育新保守主义学者。他们主张，美国社会应该共享共同文化，并通过全国课程来
加以推广，［１］来回答“什么知识最有价值”。为了辩护他们的文化教育主张，其
中有些学者在政府中获得发言权，与政府达成联盟，旨在共同捍卫美国的共同文
化与核心价值。

一、多元文化主义对美国的挑战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来自不同国家、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如何在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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