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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探究性学习论》针对语文课程改革与语文课程实施中的热点、亮点和难点问题——语文探
究性学习的理论和实践进行了探讨。
首先对探究性教育思想作了历史回顾和梳理。
通过对历史上探究性教育思想的回顾，以期把握探究性学习思想发展的历程与特点，同时帮助我们确
定当代语文探究性学习应有的研究范围。
其次，探讨了语文探究性学习的前提。
针对语文学科到底是否适合进行探究性学习问题，著者经过对语文学科的特点探讨，给出了肯定的答
案。
再次，结合语文学科的特点对语文探究性学习重要概念和特点展开了探讨。
在此基础上，《语文探究性学习论》用了六个章节专门探讨了阅读、写作、口语交际中如何开展语文
探究性学习问题，对语文探究性学习如何具体实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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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何强生，男，1969年9月，安徽宣城人，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博士生，江苏教育学院副教授
。
在《当代教育科学》、《教育探索》、《外国中小学教育》等期刊上发表论文近200篇，合作编著《语
言教育学新论》、《语言学习与教学设计（中学卷）》等教材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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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语文探究性学习的历史回顾：　　语文探究性学习作为一种课程门类和学习方式是一种
新生事物，但作为一种教育思想和教育现象则有一个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
　　第一节　一般探究性学习理论的研究进程　　一在西方，探究性学习的思想渊源应当追溯到古希
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
苏格拉底的教学从不直截了当地把学生应当知道的东西教给学生，而是通过讨论、问答甚至辩论的方
式来揭露对方认识中的矛盾，最后迫使对方承认无知，并从苏格拉底的暗示中读出正确的答案。
这就是著名的“产婆术”。
可以看出，苏格拉底的教学不是教师的训导，这样，学生的学习就变成一个不断探索知识的主动过程
。
很显然，这种方法在形式上带有探究性学习的色彩。
近代，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提出“自然教育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特征是确立了儿童在教育中的主体地位和中心地位。
由此出发，儿童的“天性”或“内在力量”就成为儿童发展的内在原因和教育活动的内在依据。
卢梭认为，儿童由于天性好动而格外好奇，由于“对所有一切有一种自然的好奇心，儿童产生了求知
欲，即‘寻求知识的动力’”。
　　卢梭认为，教学不在于教给儿童各种知识，而在于培养他们爱好学问的兴趣，当兴趣被激发起来
以后，再授之以研究学问的方法，这正是教学的基本原则。
教师不需要强迫儿童去思考或学习，儿童天性中具有学习的本能。
当儿童感到有学习的需要的时候，教师应鼓励他主动通过自己的实践去获得对事物的理解。
教师在教育过程中发挥着引导、启迪的作用，在各种问题情境下激发儿童的兴趣和好奇心，引导他们
依靠自己的努力去解答问题。
卢梭认为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教师口头说教的效果远远不如让儿童亲身体验好，因而他非常重视让儿
童从生活、经验中去获得和发现知识。
他对教师说：“你们的教育应该是行动多于口训。
因为孩子是容易忘记他们自己说的和别人对他们说的话，但是对他们所做的和别人替他们做的事情就
不容易忘记了。
”他认为儿童应该在行动中、在过程中直接接受教育，于是他大力倡导把儿童个人的经验、行为和个
人的发现作为教育的基本手段。
他一再强调：“我要不厌其烦地说明这一点：要以行动而不以言辞去教育青年，他们在书本中是学不
到他们从经验中学到的那些东西的。
”分析卢梭的教育思想可以看出，卢梭视探究为儿童的自然天性，关注探究对儿童发展的内在价值，
探究学习的展开是围绕儿童的生活和实践进行的。
　　探究性学习在我国也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
春秋时期，孔子在教学过程中，运用启发式诱导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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