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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杨向阳编著的《超越的悖论--杨向阳历史教育文论选》是关于历史教学研究的论文集。
内容包括历史教学在中国的改革、中国历史教学方法论、历史考试命题研究,历史教师培训等等。
这30篇文章，大致分为三类：一是学术性文章，理论味较浓。
如《清末民初：新教育视野中的国民意识》、《刍议文明史的特点与结构》、《超越的悖论》等。
二是发凡性文章，多陈述主见。
如《传统道德的价值审度与教育构想》、《历史之于文学艺术》、《“过程与方法”应该可以入画》
、《文章三弊》、《评价，把历史教学引向哪里》等。
三是经验性文章，关注技术与指引。
如《中、英两国历史教科书“副课文系统”分析比较》、《研究性学习的“另一扇窗”》、《历史教
学与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关于历史学科的评价目标：思路与假说》、《如何做“有思想”的历
史教师》、《历史教师教育中的误读误导现象值得关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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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杨向阳，男，1952年10月生，上海市人。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副教授，硕士生导师。
兼全国历史教师教育研究会常务理事，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课题评审委员等。
多年从事历史与教学研究，开设“历史教学论”、“历史教育研究方法”等课程，主编《上海市中学
历史课程标准解读》、《上海著名历史教师教学思想录》等书，著有《高中历史新课程：理念与实施
》、《纪念日活动指导》等书，发表《超越的悖论》、《清末民初：新教育视野中的国民意识》等文
论五十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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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课程篇
　清末民初：新教育视野中的国民意识
　二里头宫殿遗址非商人宫殿遗址辨
　传统道德的价值审度与教育构想
　历史之于文学艺术——略述近年来对“历史文艺”的一些不同看法
　刍议文明史的特点与结构
　关于课程的知识
　课程改革与课程标准——《上海市中学历史课程标准解读绪论》
　构建体系倡导方式培育机制——高中历史新课程基本理念分析
教学篇
　超越的悖论——再谈如何看待“过程”及“三维”目标
　“过程与方法”应该可以入画
　研究性学习的“另一扇窗”
　历史课现代教学模式简论
　信息技术的历史教学应用
　历史教学与素材性课程资源建设
　中学老师眼里的“二期课改”历史教科书
　中、英两国历史教科书“副课文系统”分析比较
评价篇
　评价，把历史教学引向哪里——关于历史学科初中毕业、升学考试的改革
　全国中考综合文科卷历史试题评析
　关于历史学科的评价目标：思路与假说
　历史创新学习的评价策略
　历史学习评价改革诸问题
　历史新课程的认知测量问题探讨——以上海市历史新课程为例
　小议历史高考上海卷
教师篇
　如何做“有思想”的历史教师
　“名师”是怎样炼成的——普教系统历史名师培养探讨
　开展行动研究回归事物本质
　文章三弊——《青年骨干教师论文集》编后
　略论中学历史教师的专业发展
　历史教研：更新观念与变革模式
　历史教师教育中的误读误导现象值得关注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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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尤其是教育宗旨的除旧布新，其意义重大，其影响亦深远。
诚如民国第一任教育总长蔡元培在《对于新教育之意见》中所言，民主共和政体与君主专制政体有本
质区别，因此其教育也理应有本质的不同。
而清末教育宗旨在蔡元培看来，“忠君与共和政体不合，尊孔与信教自由相违（孔子之学术，与后世
所谓儒教、孔教当分别论之。
嗣后教育界何以处孔子，及何以处孔教，当特别讨论之，兹不赘），可以不论。
尚武，即军国民主义也。
尚实，即实利主义也。
尚公，与吾所谓公民道德，其范围或不免有广狭之异，而要为同意。
”蔡总长为此郑重提议：以施行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以及美感教
育为国民教育宗旨，“惟世界观及美育，则为彼所不道，故特疏通而证明之，以质于当代教育家，幸
教育家平心而讨论焉。
”　　蔡元培的“五育并举”果然引来了一场讨论，也因之催生了中国新教育史上由政府正式颁布的
第二个教育宗旨。
比较清末的教育宗旨，虽前后相隔仅六年，然其进步却可谓历史性、跨越式的。
历史跨越之一，是对道德教育的重新定位。
表面看新宗旨仍将道德提出，并置于最重要地位，但实际已将旧宗旨的“忠君”、“尊孔”等封建道
德核心摒除在外，而代之以自由、平等、博爱等典型的反封建道德，这已是天壤之别。
历史跨越之二，是重新诠释了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
表面看这两个教育似乎只是旧宗旨中“尚实”、“尚武”的延续，但实际它们已被赋予了重视科学、
发展经济、打击军阀、收复国土等时代精神。
历史跨越之三是创造性地提出了美感教育。
这既显示出蔡元培个人独到的目光，以及为之付出的极大的心智，也无疑折射出新兴阶级与阶层对于
个体价值的推崇，以及对于个性解放的渴求。
　　作为一个整体，民初的教育宗旨如同其表述一样，是以道德教育为中心的。
“五者以公民道德为中坚，盖世界观及美育皆所以完成道德，而军国民教育及实利主义，则必以道德
为根本。
”也就是说，“德育实为完全人格之本”，而新教育抓住这个本，就能“顺应时势，养成共和国民健
全之人格”。
这里借助蔡元培的见地可知，民初教育的宗旨其根本还在于养成“国民健全之人格”，而这必然对国
民意识产生重大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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