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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科教育学是20世纪新开辟出来的学术领域。
它是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事业发展的需要而出现的。
就我们现在所接触到的材料看，在20世纪的30年代，美国就出现了各学科教育学的博士论文。
现在，美国是世界上学科教育学研究最发达的国家。
日本等国家也在大力开展这方面的研究，70年代以来，日本已推出多套“学科教育学研究丛书”。
　　我国在“文革”结束，拨乱反正，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也积极地开展这方面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并由北京师范学院（今首都师范大学前身）于1988年发起，在北京召开了我国第一届学科教育
学研讨会。
之后，又在大连、长沙、福州、烟台、上海等地相继召开了这样的学术研讨会。
在此期间，我国陆续发表了许多这方面的文章和专著。
现在，在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的支持下，由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组织校内外的专家、学
者撰写出版了“学科教育学大系丛书”。
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它必将推动这一新学科的进一步发展。
　　21世纪正向我们走来。
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际竞争更加激烈。
国际竞争首先是人才的竞争。
适应21世纪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人才，必须具有很强的奉献精神，很强的知识创新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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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地理学科教育学》依照近五年多来的高师地理教育教学实践和理论研究中的新认识，以及国内
外地理教育、教材研究的新成就和地理教育活动的新动态，作了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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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学礼，男，1939年12月生，北京人。
　　1961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学院物理系。
现任首都师范大学校长、首都师范大学学科教育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
　　杨学礼长期从事高等师范教育的教学、科研和管理工作。
曾为本科生、研究生讲授普通物理学、理论物理学、普通物理专题研究等多门课程，教学经验丰富，
教学成绩显著。
已发表著作两部、论文20余篇。
社会兼职：北京市教育学会副会长、北京市青少年科技教育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性健康教育学会副
理事长。
　　本书主编褚亚平教授，是中国著名的地理教育学家。
长期在师范大学任教，一直从事地理学科教育研究和教学工作，曾任前北京师范学院、首都师范大学
地理系主任，华东师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湖北大学的兼职教授，中国地理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教
育学会地理教学研究会理事长等职。
近50年来，为祖国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创造性地写出许多富有独立见解的著作，受到社会的广泛赞
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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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0？
5?1 辩证唯物论是研究地理学科教育学的方法论基础　　就地理学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以及这门学科
的整个内容来看，可谓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知识系统。
在地理科学与教育科学之间，地理智育与地理德育、美育之间，地理教育施教者与地理教育受教者之
间，地理教材、教法与地理教学中的师生之间，传统的地理教育经验与现代地理教育思想之间，存在
着一系列需要解决的矛盾。
如何使这些矛盾在地理教学过程中不断统一起来，使教学过程得到协调发展，全面发挥地理学科教育
的应有功能，这就需要按照辩证唯物论原理，用对立统一的观点，理论联系实际的观点，具体问题具
体分析的观点，去研究和实践。
　　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科学地总结了人类认识活动的总规律。
正如列宁在《哲学笔记》一书中所指出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并从抽象的思维到实践，
这就是认识真理、认识客观实在的辩证的途径。
”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指出：“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
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
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统一观。
”这一条马克思主义认识原理，揭示了实践是认识之源，认识又指导实践；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循环
往复，不断发展；认识的目的是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
这个结论，从根本上批判了一切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错误。
　　地理教学活动与其他学科的教学活动一样，是学生认识的基础。
这种教学活动对学生来说，是特殊认识（教师指导下的学习认识）与一般认识反复结合相互作用的一
个辩证发展的认识过程。
学生正是通过这种认识过程，走上一条接受人类已知认识成果，并向未知领域开拓的捷径。
教学活动，不管对学生还是对教师来说，都是一个认识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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