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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发式教学论》

内容概要

《启发式教学论》内容简介：启发式教学源远流长，历久弥新。《启发式教学论》系统论述了启发式
教学的源头、启发式教学的发展历程、启发式教学在教学模式中的定位、现代启发式教学的特征、现
代启发式教学的种类、教师有效启发学生的条件及策略、学生受启发与主动学习、启发与创新及现代
启发式教学与教学文化的重构等内容。《启发式教学论》是一部具有全球视野、历史深度的，全面考
察启发式教学的著作。
《启发式教学论》可作为师范类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参考书，也可供广大教师教学设计、教学改革
参考。

Page 2



《启发式教学论》

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启发式教学的源头
一、孔子的启发式教学
二、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三、苏格拉底的“产婆术”与孔子启发式教学的异同
第二章 启发式教学的发展历程
一、中国启发式教学的发展
二、国外启发式教学的发展
第三章 启发式教学在教学模式中的定位
一、雅斯贝尔斯对教学模式的分类
二、教学模式划分的依据及启发式的位置
三、注入式和启发式教学的关系
第四章 现代启发式教学的特征
一、启发式教学是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
二、启发式教学是师生互动式的教学
三、启发式教学是个性化的教学
四、启发式教学是促进个体和谐发展的教学
五、启发式教学是增进个体幸福的教学
第五章 现代启发式教学的种类
一、教学各环节中的启发
二、语言启发
三、情境启发
四、原型启发
第六章 教师有效启发学生的条件及策略
一、在观念上，充分相信学生
二、启发前，做好教学设计工作
三、启发时，选择最佳的时机
四、启发中，贵在方法的妙用
五、启发后，重在广泛迁移
第七章 学生受启发与主动学习
一、学生从受启发到主动学习
二、主动学习的条件
三、学生善受启发的素质养成
第八章 启发与创新
一、创造力与创新的意义
二、创造的内涵与特征
三、教育对于创造力培养的两面性
四、注入式教学对创造的负面影响
五、启发对于创新的意义
第九章 现代启发式教学与教学文化的重构
一、“启而不发”——启发的误读
二、自我启发与自我超越
三、学会人际沟通，实现相互启发
四、通过组织学习，关注共同愿景
五、启发式教学文化的重构
附录一 论素质教育的评价体系
附录二 家庭早期教育中儿童创造性思维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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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教育如何有目的地增进学生幸福
附录四 如何发挥表扬的激励作用
附录五 对研究性学习的再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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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学记》对启发式教学的发展《学记》系中国最早的关于教育的专门论文（有人称之为世界上
最早的教育专著），是中国古代一部典章制度专著《礼记》中的一篇。《礼记》是战国末至汉初儒家
学者论述“礼”的著作汇编，其中西汉戴圣编辑49篇，称《小戴礼记》，为后世所通行。《礼记》一
书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许多史料和先秦儒家的思想，其中不少内容与教育密切相连，这些论著对中国教
育的发展影响深远，其中被称为教育专著的就是《学记》。《学记》言简意赅，喻辞生动，系统而全
面地阐明了教育的目的及作用，教育和教学的制度、原则和方法，教师的地位和作用，在教育过程中
的师生关系以及同学之间关系等。　　《学记》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启发式教学思想，提出：“君子
之教，喻也。”这里的“喻”字即启发诱导的意思。同时又提出了启发诱导的三条原则。《学记》指
出：“道而弗牵则和，强而弗抑则易，开而弗达则思。和易以思，可谓善喻矣。”就是说教者善于启
发引导学者主动学习，不牵着他们走，可以使师生关系、教学关系亲密和谐；给学生学习过程和学习
成果以必要的强化，而不使学生精神受到压抑，不使学生思维受到抑制，就会使学生心情愉快，乐于
学习；开启学生的思维，指点学习门径和内容端倪，而不把现成知识和盘托出，就会给学生留有思考
的余地。　　启发式教学对教师要求很高，《学记》作者认识到这一点，因此，对教师提出了要求，
要求教师要“博喻”。他说：“君子知至学之难易，而知其美恶，然后能博喻；能博喻，然后能为师
。”就是说优秀教师应当知道学习达到高深境界之道有难易，且要懂得学生的资质有优劣之别，然后
才能从多方面启发诱导学生。只有能做到从多方面去启发诱导学生学习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教师。
“博喻”就是要求教师把启发式教学用于教育教学领域的各个过程和环节，不管是思想教育还是知识
教学，不管是课内还是课外，也不管是知新还是温故，都要广泛地运用启发式教学这个法宝。可见，
“博喻”比“善喻”的要求更为广泛，无此不能为师。《学记》将孔子启发式教学发扬光大，并贯彻
在三个方面。　　一是教育教学的要旨，即“教之大伦”是引发思考，而不是识记，作者认为教育教
学应“时观而弗语，存其心也”。即教学过程中，教师要经常观察学生的学习活动，但不要急于告诉
他这样或那样，以利于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能力。《学记》中说：“记问之学，不足以为人师，必也
其听语乎。力不能问，然后语之，语之而不知，虽舍之可也。”这段话的意思是说，教师单凭所死记
硬背的一点来应付学生发问，是难以胜任教学重任的，他必须能听取学生的发问，并针对提出的问题
进行透彻地讲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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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觉得对于学术研究来说有点弱
2、读了有启发。
3、很实用的一本书，对写论文很有帮助
4、还没正式开始看，希望对我能有所启发吧，书很薄，字体也比较大，所以内容其实是很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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