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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现代教学论》是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国家重点课题——“现代教学论发展的理论与实验
研究”的研究成果。
这是我国教学论研究工作者的跨世纪著作。
这部著作集中反映了教学论研究工作者学术群体对我国教学论学科现代化发展进行的理性思考和实践
探索。
由于本著作的撰写与问世是处在世纪之交，是在经济全球化、信息时代和中国社会发生深刻变革这一
特殊历史时期，因此，对我国教学理论与实践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20世纪90年代是我国现代化发展的关键时期。
中国的教育在经济体制变革中，在与西方文化教育的碰撞、交流与融合中，不断实现着对原有传统的
超越。
面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矛盾和新的问题，教学论学科的发展不仅要回顾和审视历史，同时要研究现
实和未来，在历史、现实与理论的三维空间中把握和解决学科发展理论体系的科学化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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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全书由以下三卷组成。
　　第一卷　理论篇：现代教学的基本理论。
该卷反映了20世纪，特别是近20年来我国教学论研究的理论成果，全面梳理了近一百年来教学论学科
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发展进程。
既有对长达两千年的古代、近代到现代教学理论与实践发展的历史审视，又有对20世纪中国教学论发
展的反思批判。
在此基础上，以现代教学论的核心概念、内涵、理论基础的剖析作为起点，重点阐述了现代教学观、
现代课程观、现代学习观以及相应的课程与教学论基本原理，分析了现代教学技术带来的深刻影响，
探讨了教学论的研究范式，并对教学论的不同流派进行了分析比较。
在掌握丰富翔实的资料的基础上，就教学论学科范围内的基础理论问题作了全面深入的阐述，体现了
学理性，同时又反映了20世纪教学论研究的新进展和新成就。
    第二卷　专题研究篇：现代教学论问题研究。
该卷对中国现代教学论发展的若干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了多维度、多视角的专题研究，反映了我国教
学论理论工作者的独到学术见解，以及对教学论重建的深入思考。
该卷主要研究了课程设计、综合课程、课程文化、教与学的关系、教学交往、教学的社会性、教学的
艺术性等问题，并通过病理学方法对现代教学实践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批判性反思。
这些既是近年来现代教学论研究的热点问题，又是被广泛关注的重点问题。
专题性研究使教学论理论及其体系趋于深化和严密，并从多个方面形成了一个个新的生长点，为认识
教学论的基本范畴和本质提供了新的内容和视角，为教学论学科拓宽了有价值、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第三卷　改革实验篇：现代教学改革与实验。
该卷选择了由我国教学论理论工作者主持的在国内有影响的教学思想实验、课程改革实验以及教学策
略方法实验。
这些实验体现了教学论研究者对各自的改革主张进行的技术转换，并形成了一批“示范性”的现代教
学工程。
这些实验研究，既有立论点高的理论构思，又有具体明晰、操作性强的具体措施，真正体现了丰富鲜
活的改革经验，以及作为教育思想实验研究的特色，进而对教学改革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实验是超前的，体现着未来，不仅从实践角度深化了理论，沟通了理论与实践，而且捕捉了21世纪教
学论发展的基本趋势。
课程与教学的价值选择、课程结构的优化、教与学的行为分析、发展性教学的实施以及学生的自主学
习与发展，将成为21世纪中国教学论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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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裴娣娜，女，重庆人，1942年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1959～1964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1988～1989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
1991～2004年历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系主任、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副院长、教育科学研究所所长、
课程与教学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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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现代教学论发展的科学化进程　　一、历史反思：证实和证伪　　（一）从传统走向现
代——教学论学发展的历史嬗变　　1．古代教学思想的起源与创立　　教学活动产生于原始社会，
产生于生产实践。
在古代，随着人类对自然、社会认识的不断发展和丰富，知识越来越复杂，不仅涉及几何、计算方面
的数学知识，而且还有地理学、天文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
在计算　　方面，已会计算三角形、四边形、圆形的面积；在天文学方面，古代东方各国已能将时间
划分为年、季、月和昼夜，并编制了星座表。
随着原始社会氏族制度的发展，在劳动的基础上形成的社会群体在共同生活中逐渐形成了一定的行为
规范。
正是基于对年轻一代传授一定的生活经验一一生产劳动经验和社会生活规范的需要，产生了教学活动
。
随着文字的出现以及学校的产生，教学活动从社会生活、生产实践活动中分化出来，形成了自己独特
的存在形式。
　　我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述教学思想的国家之一。
在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出现了一大批教育大师，从孔子、墨翟、孟轲、荀况、董仲舒，到韩愈、
朱熹、王夫之，他们在总结教育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基于不同的哲学观、自然观、社会观和教育观，
形成了对教学理论基本范畴的不同思想观点。
正是先哲们博大精深的教学思想，成为世界教学论发展中的瑰宝。
我国古代丰富的教学思想及研究方法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以伦理道德为主要内容的知识观　　知识观，不仅涉及知识的起源问题，而且涉及对知识
内容的理解。
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孔子系统整理和编纂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涉及政
治、历史、哲学、文学、音乐、典章制度等道德伦理文化知识，从而奠定了封建教育教学内容的基础
。
无论是“生而知之”还是“学而知之”，均倡导伦理道德教育。
尽管墨家主张学习自然科学、生产劳动及军事技术等知识，但在“独尊儒术”的政策下，“道成而上
，艺成而下”、重道轻器、轻自然斥技艺是古代中国教学内容的基本特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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