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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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学科教育学》为《学科教育学大系》第二层次的组成部分。
第一层次为《学科教育概论》，第二层次为各学科的教育学，第三层次为学科教育专题研究。
按照这样的分工与界定，《化学学科教育学》所承担的部分应为化学学科教育学的主体框架及应涉及
的主要内容，立足于化学教育、教学做概论式阐述。
对于学科教育学带有共性的问题，以及化学学科需要具体深入阐述的专题研究，则属于其它两个层次
的范围。
《化学学科教育学》以教育的“三个面向”为指导思想，以教育学、心理学理论为基础，重视未来社
会对化学教育的需求，以培养新型人材为目标，同时重视化学的科学普及，让公众理解化学。
对涉及普通教育学、教学论、教学法的内容应尽力做到与化学教育、教学相结合，具有化学学科特点
。
　　《化学学科教育学》可作为化学课程与教学论专业研究生、化学教师进修和高等师范院校化学系
学生的选修课教材，也可以供化学教研人员及关心化学教育的人们阅读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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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学礼，男，1939年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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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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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4．3 20世纪：现代化学教育的探索和发展　　20世纪是化学科学的现代时期。
在这个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快，教育科学有了长足发展，国家之间的联系日益增加，国际政
治经济竞争日趋激烈和复杂，促使化学教育不断地探索，并且在探索中不断地发展。
　　19世纪末，工业革命使欧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化。
而普通学校教育却大大落后于形势，依然实行从书本到书本的传统学科教育，使儿童对于现代物质文
明及其产生缺乏了解。
这种情况导致欧美出现了一场以改革旧学校教育为主要目标的教育革新运动（在欧洲称为“新教育”
运动，在美国称为“进步教育”运动，统称为“进步主义教育运动”）。
这个运动受理性主义影响，深信社会进步是不可避免的，主张教育是社会进步的工具，热心于改革教
育的理论和实验。
　　进步主义“是种种社会理论和信念的混成物”（加布里埃尔），其理论基础是实用主义哲学。
　　弗朗西斯·帕克是美国进步主义教育运动最早的提倡者，1875年以后任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教育局
长和芝加哥科克县师范学校校长等职。
他从实用主义观点出发，综合了裴斯泰洛齐、赫尔巴特和福禄贝尔等人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昆西教
育方法”--活动课程论，企图以此改进传统的教育方法。
　　帕克认为，儿童生而就有自发活动的能力，充满着发展的可能性。
通过一定计划的活动，才能使儿童的自然本性得到发展，教育的任务也就在这里。
他主张培养儿童的自治精神，主张儿童的活动应该与社会生活结合，不但注重儿童的自发活动，而且
注重儿童参与社会生活，认为这内外两方面构成儿童自发活动的整体，能够使儿童个人的自由发展与
社会生活相适应，从而形成和圆满其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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