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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学理论的实践品格》对教学理论实践本性及其历史展现、教学理论实践功能的生成机制和实
现机制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和分析，结合我国教学理论的研究现状，对我国教学理论的“实践乏力”
现象及成因进行了全面剖析，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化—生活—哲学”的研究模式。
《教学理论的实践品格》论点鲜明，论证严谨，书中的历史比较研究对我国当前的基础教育改革实践
具有积极的指导作用。
　　《教学理论的实践品格》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原则，合理吸收我国哲学界
关于“实践”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对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观作出符合其本来面目的理解和阐释。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大厦的基石，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首要的和基本的观
点。
以前，我们对实践的本质作了片面化、狭窄化的理解，仅仅把实践解释为外部的可感性的客观物质活
动，把实践作为认识的内容，视为认识的环节。
实际上，实践是认识的来源和归宿，它不仅包括人客观的物质实践活动，还包括人的精神实践活动。
认识是实践活动的环节，认识的本性所表现的首先是实践的本性，即创造性的本性。
这种符合马克思主义哲学本来面目的实践观，是探讨教学理论的实践品格的立论基点。
以此基点，《教学理论的实践品格》借鉴现代心理学、文化学和现代哲学（如分析哲学、现象学、解
释学复杂性理论）的思想方法，着力对教学理论的实践本性和实践功能诸问题进行了全面、深刻的研
究，并参照对教学理论实践本性和实践理论的分析成果，深入剖析了我国教学理论研究与发展中所存
在的“实践乏力”现象，提出了以“文化一生活一哲学”三位一体的理论构建框架，从教学理论研究
的对象维度（教学生活实践研究和元教学理论研究）和教学理论研究者的主体维度两方面，探讨了我
国教学理论的时代重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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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郝志军，男，1969年8月生，教育学博士，副研究员，现任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科研管理处副处长
，兼任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实验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河南省首批中小学幼儿园教师教育特邀专家。
主要研究方向：课程与教学论、教育实验和教师教育。
　　近年来，在《教育研究》、《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红旗文稿》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50余篇。
代表作有“我国教学理论的反思与构建”的系列研究，如《教学理论的贫困与超越》、《我国教学理
论的时代重建》等；“我国义务教育体制改革”的系列研究，如《‘以县为主’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
制改革的问题与对策》、《我国义务教育财政体制改革的困境与出路》”等；“教育创新与改革”的
系列研究，如《论教育创新的实施系统》、《基础教育阶段我国现代学校制度百年》以及“我国课程
理论学科建设”的系列研究等。
主编著作有《探究教学模式研究丛书》，参编著作10余部。
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北京市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青年专项课题、中
央教育科学研究所2007年度课题，曾获第三届全国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和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为
决策服务二等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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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导论第一章 教学理论的实践本性一、教学理论的一般规定二、教学理论的本质属性是实践性第二章 
教学理论实践性的历史呈现一、实用性教学理论的历史演进二、教学理论实践性的现代拓展三、教学
理论实践性呈现进程中的基本规律第三章 教学理论实践功能的生成机制与作用方式（上）一、实践功
能在教学理论的形成过程中产生二、实践功能蕴涵于教学理论的不同成分中第四章 教学理论实践功能
的生成机制与作用方式（下）一、实践功能：教学理论的基本作用方式二、教学理论实践功能现实化
的一般进程及其制约因素三、研究教学理论实践功能的重要意义第五章 我国教学理论的“实践乏力”
现象及其时代重建一、我国教学理论的“实践乏力”现象二、我国教学理论的时代重建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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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教学理论实践性的历史呈现　　从广义上讲，教育的发展史与人类的演进史同步，但作为
人类理性化形态的高级阶段——教学理论的历史却比人类的教育历史晚得多。
教学理论是近代人的主体性意识的觉醒，是自然科学的分化、哲学的发展和教学实践的强烈需求等多
方因素相结合的“混血儿”。
关于这一点，笔者在前文中已经论及。
需要指出的是，教学理论一俟产生，会逐步摆脱其母体（教学理论产生的外部条件和因素）的依赖性
，反而把这种依赖性融人教学理论自身的实践品格中，成为某种潜能和动力，进入相对独立发展的历
史进程，并在这种历史进程的不同阶段中呈现自身的实践性。
可见最能体现教学理论的实践性的是其自身发展的逻辑即内部史，而不是外部史。
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R.Lakatos）正确地指出：“（科学理论）的合理重建或内部历史是首要的，外
部历史只是次要的。
因为外部历史的最重要的问题是由内部历史决定的，外部历史对根据内部历史所解释的历史事件的速
度、地点、选择等问题提供非理性的说明。
或者，当历史与其合理重建有出入时，对为什么产生出入提供一种经验的说明。
但是科学增长的合理方面，要完全由科学发现的逻辑来说明。
”教学理论实践性的历史呈现也只能是教学理论实践性自我演进发展的逻辑呈现，即内史的呈观，虽
然这种内史的呈现不能脱离整个科学理论发展的视域。
　　另一方面，近代以来特别是在西方教学史上，各种理论流派众多，而且观点、思想各异，笔者不
可能——列举这些理论，也不可能穷尽这些理论，而只能在教学理论演进过程中作横向的分析，从中
选取能标识教学理论实体性的产生、成熟、发展的代表人物及其教学理论。
这些教学理论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就具有马克思所讲的“典型”或“成熟”形态，这也正体现了逻辑与
历史相统一的方法论原则。
　　一、实用性教学理论的历史演进　　（一）实用性教学理论的基本特征　　首先，实用性教学理
论是一种典型的“目的一手段”式结构。
实用理论的结构可以大致这样概括：提出某种希望达到的目的，对各种指向目的备择手段予以论证，
得出在既定的环境中适当的手段，然后建议如何将这一合适手段去兑现目的。
教学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教学目的一般是在教学活动过程之前提出的。
在教学目的维系下，教学活动得以系统展开，教学内容、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与管理等，
都服从或服务于这种先在预定的教学目的。
教学活动过程也即是教学目的的实现过程，这是传统教学的典型范式。
实用性教学理论力图对这种教学形态的合理性、必要性作出解释、说明和论证，并从理论上支持和指
导这种教学的有效运作。
所以，实用性教学理论的指向性和针对性是明显而强烈的，其最终的归宿就是应用于具体的教学实践
。
从这个意义上说，有时我们也把实用性教学理论称作应用性教学理论或规范性教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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