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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人类与社会”是适应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小学教师培养需要而开设的一门文科综合课程。
20世纪70、80年代以来，世界许多国家都展开了大规模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课程改革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改变单一分科课程的设置方式，增加跨学科的综合课程。
如英国基础教育阶段的学校课程既包括12门必修学科，也包括跨学科的学习主题以及其他课程活动；
日本则在基础教育阶段新设立了综合学习时间，国家仅规定综合学习的目标、课时，由学校创造性地
组织跨学科的学习活动，主要活动形式为体验性学习、问题解决学习等。
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世界性潮流中，我国于2001年6月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阐述了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六大具体目标，其中之一就是要“改变课程结构过于强调学科本位、
科目过多和缺乏整合的现状，整体设置九年一贯的课程门类和课时比例，并设置综合课程，以适应不
同地区和学生发展的需求，体现课程结构的均衡性、综合性和选择性”。
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纲要》规定小学阶段以综合课程为主，初中阶段设置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
程，高中阶段则以分科课程为主。
为此，小学阶段原来分别设置的“思想品德”、“社会”、“劳动”等课程，被整合成为“品德与生
活”、“品德与社会”等文科类综合课程。
按照国家颁发的课程标准，小学“品德与生活”课程“以儿童的生活为基础，用三条轴线和四个方面
组成课程的基本框架”。
其中，“三条轴线”是：儿童与自我、儿童与社会、儿童与自然；“四个方面”是：健康、安全地生
活，愉快、积极地生活，负责任、有爱心地生活，动脑筋、有创意地生活。
小学“品德与社会”课程的设计思路是：一条主线，点面结合，综合交叉，螺旋上升。
其中，“一条主线”即以儿童的社会生活为主线。
“点面结合”的“面”是指儿童逐步扩大的生活领域，如个人、家庭、学校、家乡（社区）、祖国、
世界等方面；“点”则是指社会生活的几个主要因素，如社会环境、社会活动、社会关系等；“点面
结合”即要求采取在面上选点的方式，组织教学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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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分为九章，以人在社会中的活动为中心，以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轨迹为背景，从历史与现实
两个层面阐述人类社会发生、发展的基本脉络，分析当代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情况，使学生较系统地
掌握人类社会产生和发展的基本知识，了解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基本情况，从总体上把握人类社会发
展的基本规律，从而提高他们的人文素养和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为今后从事小学“品德与生
活”、“品德与社会”课的教学打下基础。
　　《人类与社会》可作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社会科学基础”、“科学技术与社会”课程的教
材，也可作为教师进修学习的参考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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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饮食的方法上，人类最初是茹毛饮血地生吃，后来在学会使用和控制火之后，才逐步发展为熟
食，这样才出现了烹饪。
据考证，原始烹饪的发展先后有三种方法：一是烧烤，即直接把食物放在火上烤，或者放在原始的炉
子（如坑穴）里烘。
这种方法在我国鄂伦春人的饮食习惯中尚有遗存，他们在狩猎之后，往往把割下的肉块直接扔进火堆
，待肉烧至焦黑时取出，用猎刀刮去黑糊的部分，切开后加上佐料吃。
二是煮食，即把食物放到沸腾的泉水里进行“水煮”，或者把烧热的石头投放到有食物的水中，进行
“石煮”。
云南西双版纳的傣族人吃一种傣语叫“捣”的青苔，吃法是将“捣”和调料放入大碗中，加清水，再
放进烧红的鹅卵石，水沸之后捏糯米饭团就汤菜而食。
三是用原始的炊具烹饪，当人类发明陶器之后，就开始用原始的陶罐烧煮食物，这在许多原始民族的
考古中都有所发现。
烹饪的发展是人类进入文明的标志之一，反映了人类文化的进步。
当人类由居无定所的游牧状态进入农耕社会之后，人类的食物来源稳定了下来，定居生活以及在此基
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的日益丰富，使饮食习惯逐步形成并深深植根于民族文化之中。
孙中山先生曾在《建国方略》一书中指出：“烹调之术本于文明而生，非深孕乎文明之种族，则辨味
不精；辨味不精，则烹调之术不妙。
中国烹饪之妙，亦足表明进化之深也。
我中国近代文明进化，事事皆落人之后，唯饮食一道之进步至今尚为文明各国所不及。
”饮食文化发展的重要原因是其所蕴涵的社会功能，一方面，饮食对于家庭生活具有特殊的意义。
一日三餐的饮食活动把一家人联系在一起，“家”的概念便深深进入了人们的观念之中，餐桌上长幼
尊卑的次序，也使伦理观念渗透到人们的心目之中，饮食成为家庭生活的重要内容和维系家庭关系的
重要纽带之一。
另一方面，在传统社会中，饮食活动对于传统的生活秩序具有维系作用。
人们不仅可以通过饮食聚会联络感情，加强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而且还可以通过“制乡饮之礼以交接
长幼之序”，饮食活动具有一种区别亲疏尊卑的伦理功能。
因此，在传统村社、宗族的饮食仪式上，礼仪规定非常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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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人类与社会》：教育部师范教育司组织专家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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