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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

前言

　　学科教育学是20世纪新开辟出来的学术领域。它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
出现的。就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材料看，在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各学科教育学的博士论文
。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学科教育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日本等国家也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70年
代以来，日本已推出多套“学科教育学研究丛书”。　　我国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实行改革
、开放政策以来，也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并由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
于1988年发起，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届学科教育学研讨会。之后，又在大连、长沙、福州、烟台、
上海等地相继召开了这样的学术研讨会。在此期间，我国陆续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现在
，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者撰
写出版了“学科教育学大系丛书”。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它必将推动这一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更加激烈。国际竞争
首先是人才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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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

内容概要

21世纪，课程的发展和变革将是我国教育发展和变革中最为靓丽的一道风景线。综合课程、活动课程
、选修课程、校本课程等多元课程的出现与发展都会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完善学科课程和弥补学科课
程的不足，思想政治课的变革也不会例外。《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所研究和思考的是思想政治课这
一分科课程的内在本质和一些带有规律性的问题，它对于我们理性地去思考我们的过去和明智地去指
引我们的未来都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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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

作者简介

　　杨学礼男1939年1 2月生北京人。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
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学礼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管
理工作。曾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普通物理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教学经
验丰富，教学成绩显著。已发表著作两部、论文20余篇。社会兼职：北京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
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性健康教育学会副理事长。　　朱光明　5 1岁。现任人民教育
出版社编审、副总编，课程教材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中国教育学会中学德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
。曾多次参与或主持基础教育及各类中等学校思想政治课教学大纲和课程标准的编订；曾任《社会发
展常识》、　《法律常识》、《经济常识》、　《政治常识》等多种思想政治课教材主编；曾在《课
程、教材、教法》、《教学研究》、　《中国教育学刊》等国家核心刊物发表有广泛影响的学术论
文50余篇；是承担有关思想政治学科建设的国家规划"八五"和"九五"课题研究的主要成员之一。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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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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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结构0．3　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研究的意义和方法1思想政治学科教育本质功能论1．1　思想政治
学科教育与社会发展1．2思想政治学科教育与学生个体的发展2思想政治学科建设的方法论2．1学科建
设的历史轨迹2．2整合学科构成的方法论--综合性原则2．3构建学科体系的方法论--系统性原则2．4把
握学科定位的方法论--基础性原则3思想政治学科建设的课程论3．1课程体系的规划3．2课程标准的编
订4思想政治学科建设的教材论4．1教学内容的规范4．2教学体系的构建4．3教材功能的把握5思想政
治学科学习论5．1　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对象及其基本特点5．2思想政治学科学习的一般规律5．3社会
规范学习理论6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模式论6．1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模式概述6．2对思想政治学科历史中主
导教学模式的反思6．3探索中的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模式6．4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模式选择和运用时应
注意的几个问题7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评价论7．1　教学评价是检验教学目的是否达成的反馈机制7．2思
想政治学科教学评价的特殊性7．3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评价的争议和探索7．4思想政治学科教学评价的
基本原则8思想政治学科教师论8．1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职业角色定位8．2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人格要
求8．3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教育观8一思想政治学科教师的知识、能力结构9思想政治学科的国际比较
和未来展望9．1美国社会研究课程9．2　日本的社会科课程9．3思想政治学科发展的未来展望参考文
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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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治学科教育学》

章节摘录

　　2．3构建学科体系的方法论--系统性原则　在中学的学科教育中，没有哪一门学科体系的形成像
政治课那样命途多舛，步履维艰。归纳起来，曾经产生过较大影响的方法论，大体有三种。　　其一
，“替代论”。就是把学校实施思想政治教育的职能分解到各科当中去，而不单独建立思想政治学科
。特别是近年来，在学校课程的整体改革中，某些选择方案不无这种替代论的影响。究其缘由，一个
重要的说法是，德育即思想政治教育可以而且必须在各学科中渗透。但各科在各自的改革中，往往又
不约而同地把“政治化”作为一个问题，如历史课提出不应把历史讲成社会发展史，语文课提出不能
把语文讲成政治课。如果先是打着“渗透”的旗号，取消了思想政治课的设置，随后以“政治化”的
罪名，抽掉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其结果会怎样呢?是否会出现思想政治教育在学科教育中消逝了的
情景，不能不令人担心。　　其二，“中心论”。就是以眼前面临的政治任务或宣传重点为中心，建
立课程和教材的体系。这里的所谓“中心”，不同于一般课程论所归纳的“主题型综合课程”，它不
是相对稳定地建立在学生经验和普遍性社会问题的基础上，也不是多学科或跨学科共同设计的核心，
而是无规则地转移和变动的口号或标签。人们记得，在国家政治生活不正常的年代，“中心论”往往
导致政治课变成“运动课”，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但是，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并没有随着“文革
”的结束而被遗弃。有人统计，截至1992年，仅北京市中学思想政治课教材变动就共计33次，其中10
次发生在1976年以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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