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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教育学是教育科学领域内正在兴起和形成中的一门分支学科。
近年来，我校从事中小学各科课程、教材、教法研究的部分教师，接受了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七五
”规划重点科研课题“学科教育学”的研究任务。
学科教育学这套书的编辑出版与科学研究是同步进行的，既富理论意义，更具实践价值。
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建立它的学科体系本身就是一项科研任务。
目前对它的研究对象和性质、任务等问题的看法尚不一致，这是很自然的。
　　编写学科教育学这套书要解决的问题很多，但关键还在于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
每个时代的教育科学的理论特色都不可避免地带有时代的烙印，这套书的时代性应体现在马克思主义
哲学与现代科学的结合上。
我们要站在方法论的高度来阐述各科的教学方法，不仅应介绍具体的教学方法，还要对这些方法以及
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作总体的考察。
只有这样才能揭示各学科知识与教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也才能使学科教育学比传统的教学法具有更
高的理论层次。
1986 年12 月12 日，国家教委负责同志在全国高师师资培训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仅要建立自己
的教育学，还要建立自己的学科教育学，这方面的工作是大量的，有广阔的天地，大有可为。
如果要讲学术性，我们师范教育的学术性的特点，就在这里。
⋯⋯”这段话，给学科教育学的建设工作以很大的鼓舞。
科研要理论联系实际，实践才是理论的源泉。
　　应该说学科教育学是在学科教学法课程教学改革实践的基础上提出来的。
结合教学法课程的教改实践，对传统教育理论的总结、反思和对新教育理论的探索，孕育着学科教育
学的形成和发展。
长期以来，分科教学法偏重于某一学科教学过程中某些教学法规的研究，对学科教育的基本理论和学
科教学过程中师生素质构成的研究重视不够，而学科教育学研究某一学科的教育原理和教学规律，更
重视“教书育人”。
应该说，“学科教育学”的孕育和诞生是教学法学科的发展和提高。
分科教学法是以“学科教学过程”为研究对象，以探索学科教学过程的规律和准则为研究任务。
而学科教育学则以针对学科特点、研究学科的教育规律为己任，揭示学科与教育学之间的内在联系，
寻求学科与教育学在教育过程中的最佳结合，要求教育学一般规律与学科特点的统一。
因此学科教育学研究的目标和总的要求，显然比分科教学法更全面，更重视德、智、体、美诸方面的
全面发展；其研究功能更集中地表现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学习心理理论、现代信息理论的武装，以
及学科教育评估标准和现代化手段的探究。
　　从学科教学法发展为学科教育学，这涉及认知理论的发展。
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理论——实践的基本原理出发，对学科的教育规律不断加深认识的过
程，是与掌握知识、技能，更好地应用于社会的过程相一致的。
　　正如前面已经指出的，如何通过现代教育理论、信息理论的武装，不断地拓宽对教学规律审视的
视角，以加深其认识，可能是学科教育学需要持续追求的目标。
它不仅要吸收相关学科的营养，而且要综合研究本学科与教育学的关系。
因此，它应该有自己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逻辑起点。
例如，把STS（科学、技术、社会）教育的观念引入学科教育学，就是对传统教学法教育观念上的新
突破。
也就是要把传统的理科课程，提高到新的水平；要在教育过程中，对科学、技术、社会三者之间的联
系和参与社会决策提出要求。
　　我们看到：（1）学科教育学是社会、科技发展的必然产物。
当代社会的发展，以突飞猛进的科技进步为显著标志，它反映了人类社会对科技的需求；科技本身的
发展既体现在学科之间的高度综合，又显示于各学科内部的高度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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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按照这些新特点来探索学科教育的规律，这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重大课题。
学科教育学从一定意义上说，它正是建立在社会对教育科学的这种新需求和教育科学本身向纵深发展
的交叉点上。
（2）学科教育学是学科教育改革实践的理论总结。
教育改革的实践反映到理论上，就是教育科学的发展，在这里它反映的是教育科学与某一特定学科之
间的结合，探讨这一结合的最优化需要由学科教育学来承担。
（3）学科教育学是培养适应时代特点，为提高学生素质服务的新师资的需要。
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建设与发展需要一代新人，一代新人的培养又依赖于高质量的教师队伍。
学科教育学在建设新型教师队伍和指导教书育人工作中都将起到重要的作用。
（4）学科教育学是教育科学最新成果和学科本身的新发展在教学实际中的反映的产物。
这表明：学科教育学将综合教育科学与学科的最新成果，并在此基础上形成自己崭新的体系。
　　如上所述，学科教育学的主要功能和社会价值，集中表现在学科教育的最佳社会效益上。
所以学科教育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按照“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教育必须与生产
劳动相结合，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方针，坚持教育要“面向现代
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要求，以科学的方法为武器，通过师范教学的实践，使它不断吸收营养
，在理论上加以完善。
当然，任何一门学科的诞生和发展，都需要有一个不断完善、提高的过程，学科教育学也不会例外。
目前，华东师范大学已研究确定逐渐把学科教学法课程发展为学科教育学。
我们准备与同行们一道，在教书与育人的实践中，不断深化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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