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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要真正地把握和理解教学论，对教学论形成明确的观点并非易事。
因为，随着社会的发展，教学越来越复杂，人们对教学的理解的差异性就越大。
今天，我们所知道的性质各不相同的教学理论从来没有如此多样和丰富，人们关于教学论的彼此分歧
与冲突的看法和观点从来没有如此众多。
在这些纷繁复杂、观点各异的教学论思想和观念中，我们可以相信谁的看法和观点？
我们又应当依凭哪种教学论观念去认识和把握教学论，从而去理解和对待教学论？
这些问题直接关涉我们对待教学论的立场、态度和方法，影响着我们教学论学科的建设和发展。
　　犹如我们对“教学论是什么”这种追问方式的置疑，我们的确难以确切地回答“正确的教学论观
念是什么”。
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基于我们自身的感觉和认识，指出目前人们对教学论不可取的几种不同的理解
、看法和评价。
概括起来，这些不同的认识主要有这样几种：一是按照科学性学问（主要以经典的自然科学为范本）
以及知识体系的标准衡量教学论，认为教学论的不确定性现象意味着教学论的不规范、不科学、不可
信，从而试图改变教学论的内容和形式，使教学论向科学看齐，用科学的标准衡量和制定教学论的科
学化体系；二是按照其他文化的样式和状态来看待教学论的可变性，认为教学论的学科不成熟、不正
常、不可用，从而着眼于改变教学论的现状，使教学论向成熟、正常的文化发展；三是按照意识形态
的意志和观点来看待教学论的多义性，认为教学论的各种流派和观点都是批判和否定的对象，都是不
正确、不先进、不可取的，从而致力于维护某种在意识形态意义上占主导地位的教学论，以此贬损和
反对其他教学论。
　　要克服和消除对教学论的这些不可取的认识，树立正确的教学论观念，我们首先应当把这些认识
作为“真问题”来认真对待。
按照教学论的“科学化”、“常规化”和“政治化”的一些观点和看法，可能会从根本上否认这些认
识的真实性及其危害，或不把这些_认识当做什么了不起的问题。
其实，多年来的实际情况也是如此。
人们一方面确有思想和观念上的分歧和困惑，另一方面又没有真正地认真思考和严肃讨论这些问题，
以为教学论本就应该是科学的、常规的、政治的，除此之外，都不是教学论，或者都是不正确的、不
先进的教学论，从而导致对教学论问题的讨论、学习和研究有失真实，陷入虚浮。
　　《21世纪教育科学系列教材：现代教学论基础》内容包括绪论；教学本质；教学目的；教学知识
；教学关系；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理论；教学观念；教学设计；教学艺术；教学管理；教学研
究等。
《21世纪教育科学系列教材：现代教学论基础》内容丰富，讲解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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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确立我国多样化教学目标的原则　　原则规范着人们的行动，是行动的依据、标准和指南。
我国教学目标的建立与多样化发展也要遵守一定的原则和规范。
具体来说，制定我国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学目标的原则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①　　基础性原则。
基础教育是指传授基础知识、形成基本技能和陶冶基本品行的教育。
在当代，实施基础教育的主要机构是小学、初中和普通高中。
基础教育是教育的起始环节。
帮助学生形成基础知识、基本技能和基本态度，在任何时候都应该是基础教育的教学目标。
基础教育教学目标的基础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为学生未来的学习、教育和发展打下基础；二
是为学生将来的就业和生存打下基础。
学习能力、思维能力、收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等是基础教育教学的主要目标，随意拔高培养目标，往
往造成学生学习负担过重，而降低目标则会影响学生未来的发展。
基础教育首先要确保基础性目标的实现。
　　全面性原则。
全面发展是我国的教育方针，教学目标也应体现全面发展的精神。
全面性应包括几个方面：一是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二是观念目标、社会化目标、社会目标、生活目标
等全面发展；三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价值观全面发展，使学生既成为未来的学
习者，也成为良好的公民。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献指出：“教育应当促进每个人的全面发展，即身心、智力、敏感性、审美意
识、个人责任感、精神价值等方面的发展。
形成一种独立自主的、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意识，以及培养自己的判断能力”。
②我国基础教育的教学目标，应该“使不同的人日臻完善，使他的人格丰富多彩，表达方式复杂多样
；使他作为一个人，作为一个家庭和社会的成员，作为一个公民和生产者、技术发明者和有创造性的
理想家，来承担各种不同的责任”。
③要使全面发展的人更富创造性，突出创新意向，冒险精神，开拓能力、批判精神；更加成熟化，更
加开放化，更有相容性，更了解和认识自己；更有适应性，有更强健的体质，主动适应变化的品质；
更全面的知识和能力，更健全的心理；更具个性化。
④　　结构性原则。
在我国，教学目标本身具有结构性，从教学内容的载体——课程来看，既有国家统一课程，也有地方
课程；既有分科课程，也有综合课程；既有核心课程，也有扩展性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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