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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社会上都在热议钱学森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
这确实是我们大家都很着急的问题。
没有杰出人才，就不能迈入人力资源强国，就不可能有重大的发明创造，就无法在国际上竞争。
　　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太容易。
因为这不光是教育问题，而是整个的社会问题。
教育不是独立存在的，它受社会政治制度、经济体制和发展水平、文化传统和民族心理等方面的影响
。
但是，不是说与教育没有关系，教育确实担负着重要的责任。
主要表现在教育观念的陈旧，教学模式的僵化，教学方法的落后，教育评价的片面。
　　传统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通过知识来培养学生的德行。
这不能怪历史上哪位教育家，因为他们的教学观念受到时代的限制。
今天时代不同了，自从工业革命以后，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知识成几何
式的增长。
再用传统的传授知识的方法已经不能满足学生渴求知识的愿望，也不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
教育已经不限于传授现存的知识，还要不断创造新的知识。
当然，基础教育不一定能创造新的知识，但它要为创造新知识做准备，要培养学生的创造意识和创造
能力，这样才能培养出杰出人才。
　　所以，转变教育观念，改革培养模式和改善教学方法是当务之急。
　　教育既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教育是科学，因为人类的成长有规律，人类的认知有规律。
现代脑科学正在揭示这些规律，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掌握。
既然有规律，我们就要遵循这些规律来选择教学方法。
教学是有方法的，教学研究，包括脑科学的研究都是为了寻求一种方法。
所以夸美纽斯说要寻找一种教学的方法是对的，不过他当时寻找的方法不一定适用于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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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探究学习教学策略》从结构主义与建构主义视角出发，基于理论分析与案例说明，探讨具有学
科味的科学、语文、数学、思想品德四门课程的探究教学理念与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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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主观主义认识论主观主义认识论也可追溯到希腊的智者派，普罗泰戈拉就曾说过“人是万物的
尺度”的名言。
这是最早主观主义认识论的萌芽，但是主观主义认识论一直都没有取得主导地位。
首先对客观主义认识论进行颠覆的是18世纪哲学家休谟，他对客观主义认识论的信念基础——因果律
进行了怀疑，他认为因果律既没有逻辑的证据也没有经验的证据，因果关系其实是经验事件的“恒常
会合”经“习惯”和“联想”的作用而产生的观念，从“恒常会合”推论不出因果关系的普遍必然性
。
休谟的这个怀疑导致了主要建立在因果推理基础上的人类科学知识面临信任危机。
同时，休谟论证因果观念是“习惯”和“联想”的产物，一切知识源于“印象”和“观念”，由此开
了近代认识论从主观性出发解释知识的起源及其本质问题的先河。
到了20世纪，主观主义更是一发不可收拾。
　　主观主义是哲学上不以事物本身所呈现的为判断标准，而以认识主体本身的条件（如在经验中的
自我、心灵或意识）为最后判断标准的一种倾向。
在本体论上，主观主义认为，世界是一种人为主观的命名。
“实在”只不过是由一些人所创建的概念和符号所组成的集合体而已，它的存在取决于认识者，由不
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解释。
在认识论上，主观主义强调认知的过程离不开主体的经验，需要主体进行探究、反思、建构等活动，
最终建立起自己的理解和经验体系。
认知是一个创造过程，个体对世界的理解和体验是独特的、多元的。
表现在知识方面则为，知识完全是个人的主观产物，它是主观创造的结果，而不是外界塑造心灵的结
果。
在方法论方面，主观主义认为，人们获取知识的方法是多元的，人无法按照既定的模式或途径，去认
识和改造世界。
主观主义者重视个别差异。
3.建构主义认识论建构主义认识论既不同于客观主义认识论，也不同于主观主义认识论，而是强调认
识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过程，这样就把主客体互相融合，导致认识中的主体客体化和客体主体化。
强调知识是在主客体互相作用的活动中建构起来的，是建构主义认识论的核心思想。
建构主义认识论流派甚多，但对我们教育实践来说，有一对流派值得关注，即个人建构主义和社会建
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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