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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纲》

前言

　　《教学论纲》的初版于1998年10月写成，1999年7月出版，2006年12月第10次印刷。　　一部教材
如果继续使用，间隔五六年修订一次是必要的。《教学论纲》自1999年正式出版以来已近八年，作一
番修改也就很自然了。即使十分有生命力的教材，原封不动地使用很长时间也是罕见的。　　高等教
育出版社于2006年将新版的《教学论纲》作为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申报获准后，
即通知我着手再版的撰写工作。　　1999年之前，我数次讲授过教学论课程；《教学论纲》出版后又
以此为蓝本讲授过四次。在一次一次的教学中都有一些新的思考，对相关的某些论题还作过进一步的
探讨，确实新增了一些心得。这个过程也实际催生了我及时撰写新版的想法，所以我感到高教社的通
知也正是时候。从动手完成这一工作，至今亦已11个多月了。　　这一版比较大的修改表现在：　　
一、增加了“理论起点”这一章（置于第二章）。这一章引入了一个公理体系，试图使教学理论建立
在比较清晰的基底上。基于这种考虑，在随后的相应章节中都作了一些相关的阐述。　　二、原版第
二章的“元学习概念及其教学论意义”改成了“学习论”一章，排列在第三章。不仅是标题变动了，
内容上也有较大变化，使学习论与教学论的关联程度也有所提高。　　三、增添了某些节次，例如关
于“教学目的”那一章，专门写了一节“再论全面发展”，这是我近几年来对这一问题作进一步思索
的结果，当然也觉得有一些新内容。　　四、从整体上看，可以说从头到尾都有修改。有些是认为原
有的叙述尚不十分确切，有些是觉得有更好一点的语句来替代，有些则是陈述这些年来研习的心得，
个别地方还有观点上的调整和局部的结构性调整。　　五、作为一个新的版次，已无需照顾初版叙述
中的时间背景了。这样，涉及“本世纪”的都改成了“上世纪”或“20世纪”，而“上世纪”改成了
“19世纪”。这皆起因于初版和再版正好横跨于两个世纪。极少的地方，在1998年、1999年叙述时还
是将来式，现在已是过去式了，故而也作了订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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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纲》

内容概要

《教学论纲》是教育部“高等师范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的研究成果，是普
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它在借鉴、吸收国内外有关著述的基础上，以辩证唯物主义
的观点，对教学论的各基本论题进行了有益的探讨，反映了时代特点，提出了一系列独创的见解。全
书共15章，主要内容包括教学概论、理论起点、学习论、教学结构、教学规律、教学过程、教学目的
、教学内容、教学环境、教学原则、教学细则及方法手段、教学组织与管理、教学评价、教学论与学
科、教学论的科学化等。
《教学论纲》可作为高等学校教育学科的教学用书，也可供广大的教育工作者和教育研究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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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纲》

书籍目录

第一章 教学概论第一节 教学论与教育学第二节 课程论与教学论第三节 教授论与学习论第四节 基本范
畴第二章 理论起点第一节 基本概念第二节 存在公理（或潜在公理）第三节 能动公理（或动因公理）
第四节 反身公理（或自反公理）第五节 美学公理（或需要公理）第六节 中介公理（或环境公理）第
三章 学习论第一节 从学习的客体看学习第二节 从主体作用于客体的性质看学习第三节 从学习主体自
身的完善看学习第四节 认知结构与元学习第五节 知识结构与元学习第六节 人的素质与元学习第七节 
元学习与教学论第八节 关于学习的公理阐释第四章 教学结构第一节 教学要素说第二节 基本要素第三
节 教学结构论第四节 教学结构系统第五节 后结构教学观第五章 教学规律第一节 科学的，还是艺术的
第二节 两种论说的比较第三节 教学规律的一般论说第四节 特质性规律第五节 因果性规律第六节 结构
性规律第六章 教学过程第一节 ‘教学过程与教学设计第二节 思维结构与过程第三节 一般心理结构与
过程第四节 教学过程理论评述第五节 学生的学习过程第六节 教学设计及其依据第七节 教学模式的多
样性第七章 教学目的第一节 为了青少年第二节 人力开发第三节 发展的全面性问题?j第四节 教学的社
会目的第五节 教学的经济目的第六节 教学目的的综合性第七节 谁眼中的教学目的第八节 人力学意义
下的教学目标分类第九节 层次分析与目标分类第十节 再论全面发展第十一节 教学目的的实现与学科
背景第八章 教学内容第一节 教学内容与课程第二节 课程理论的基本问题第三节 课程体系的演变及其
背景第四节 课程体系的结构分析第五节 文理关系与价值结构第六节 教材内容演变因子第七节 教材的
序与教材编写第九章 教学环境第一节 环境与教学第二节 环境与课程第三节 隐性课程概念第四节 隐性
课程的特点分析第五节 隐性课程建设第十章 教学原则第一节 教学原则的特性与地位第二节 教学原则
制订的必要性问题第三节 教学原则体系的科学性问题第四节 关于辩证唯物主义指导的问题第五节 关
于理论联系实际问题第六节 关于系统性问题第七节 智力培养与心力培育相协调的原则第八节 知识传
授与能力培养相协调的原则第九节 思维训练与操作训练相协调的原则第十节 收敛思维发展与发散思
维发展相协调的原则第十一节 深入与浅出相协调的原则第十二节 教师主导作用与学生主体作用相协
调的原则第十三节 对本体系的分析第十一章 教学细则、方法和手段第一节 教学细则17条第二节 教学
方法的概念第三节 教学方法的具体类型第四节 教学思想与教学方法第五节 称得上艺术的方法第六节 
教师的语言第七节 教学媒体第八节 人工智能与教师面临的问题第十二章 教学组织与管理第一节 教学
组织形式的演变第二节 班级教学与班主任第三节 教务处——学校第一处第四节 教学法规与民主第五
节 校长靠什么进行管理第十三章 教学评价第一节 对谁评价第二节 评价体系第三节 谁来评价第四节 评
价原则第五节 考试的实在意义第十四章 教学论与学科第一节 教学论学者与学科背景第二节 教学论学
者与学科专家的合作第三节 教学论与其他学科结合的必然性第四节 学科教学论的现状与前景第十五
章 教学论的科学化问题第一节 规律性探讨与规范性探讨的界限问题第二节 概念及其地位问题第三节 
论证及其方式问题第四节 内在联系问题第1版后记第2版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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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纲》

章节摘录

　　中国学者强调教育是社会活动，其实“社会”二字的必要性不大。首先要问除社会活动外还有没
有非社会活动，如果都是社会性的活动，那么再强调“社会”也就没有必要了；如果有非社会性的活
动，那么，有哪些呢？在那些非社会性的活动中又有没有教育呢？如果有，那么，把教育界说为社会
活动就意味着把这些非社会性活动中的教育排斥在外了。例如，家庭教育就不属于社会教育，社会教
育“广义的指一切社会生活影响于个人身心发展的教育；狭义的则指学校教育以外的一切文化教育设
施对青少年、儿童和成人进行的各种教育活动”①。家庭活动显然不是社会活动，不能认为家庭也是
社会的一个细胞就把家庭活动也说成是社会活动，否则，岂不是说在家里做事也是在从事社会活动了
。可见，把教育界说为社会活动至少排斥了家庭教育，虽然教育的主要部分都是社会性活动。　　上
面，我们一直只指明是对教育概念的界说，对教育概念的含义进行阐释，而并不认为是对教育概念下
定义。因为在逻辑的意义上对教育概念下定义有其严格的要求，上面所介绍的种种界说都是在并不满
足这种要求（或条件）的情况下作出的。　　我们在研究并吸取了其他学者成果（特别如《教育概论
》）的基础上作如下界说：　　——教育即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目标的活动。　　——当
影响者是以教师为基本成分且被影响者是学生的时候，这种教育即学校教育。　　当我们这样界说教
育和学校教育的时候，既把家庭教育视为教育，又将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区别开来了。对家庭教育而
言，影响者是父母，被影响者则是子女或其他被保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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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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