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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在中国：称谓演变和学科体系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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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教学论作为一门舶来学科，其称谓从教授学到教学法、教学论，１１０多年来经历

了多次演变。教学论所包含的众多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可以归并为基础教学论学科、类

别教学论学科、课程教学论学科、环节教学论学科、边缘教学论学科五个学科系组。目前，教学

论的学科体系显示出深度细分化、汇聚综合化、边缘互涉化的演进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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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论是以教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一门教育

科学分支学科。作为由国外引进的一门学科，其称

谓在中国几经演变，最近几十年的习惯性称谓是教

学论。经过１１０多年的积累性发展，教学论已经形

成或正在形成众多的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本

文以学科称谓演变为线索梳理教学论在中国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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脉络，依据学界已有研究成果，对教学论的学科体系

做尝试性建构，进而论析教学论学科体系的未来演

进趋势。

一、从教授学、教学法到教学论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有文字记述教学思想的国家

之一。距今３０００多年的商代甲骨文中，出现了“教”
字和“学”字。春秋战国以降，历朝历代的许多名家

学者阐发了各自的教学理念，为后世留下了《学记》、
《师说》等包含丰富教学思想的典籍。由于缺少新学

科创生的社会环境条件，中国对于教学活动的研究

一直处于零散状态，没有形成具有体系化特征的学

科。

１７世纪上半叶，伴随着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的

初步确立，在教育事业发展的实际需求下，教学论在

西方进入创生期。１６３２年，捷克教育家夸美纽斯用

捷克文写成《大教学论》（《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ａ　Ｍａｇｎａ》）一书。
书名主题词ｄｉｄａｃｔｉｃａ，源于拉 丁 文，意 为“教 学 的 艺

术”。夸美纽斯于１６３５－１６３８年将此书译为欧洲学

术界通用的拉丁文，１６５７年作为《教育论著全集》的

首卷首篇公开出版。２０世纪初，中国学术界通过对

日文著作的译介，开始引进西方的教学论著述和各

种教学理论。１９０１年，罗振玉和王国维在上海创办

中国第一份专业教育期刊《教育世界》。该刊先后翻

译连载了日本学者汤本武比古的《教授学》、长谷川

乙彦的《教授原理》、富永岩太郎的《大教授法》等教

学论著述。另外，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日本教育学家

槙山荣次的《新说教授学》、木村忠治郎的《小学教授

法要义》，文 明 书 局 出 版 日 本 教 育 家 太 濑 甚 太 郎 的

《最新教授法教科书》。同一时期的中国本土著作，

有戴克敦的《汉文教授法》、朱孔文的《教授法通论》、
杜宗大的《最新珠算教科书教授法》、商务印书馆编

辑的《教授法原理》、谢洪赉的《最新高等小学理科教

科书教授法（第１册）》等。据统计，１９０１年 至１９１５
年共有３部教授学著作、２８部教授法著作从国外被

引进中国。［１］

由以上介绍可知，研究教学活动的这门学科，在
引进中国的头十几年，一直使用日本教育界翻译欧

洲著作所使用的“教授学”之名。教授学重点研究向

学生 传 授 知 识 的 方 法，因 此 又 被 称 为“教 授 法”。

１９１８年，从美国留学归来的中国教育家陶行知倡议

“以教学法代替教授法”，以便推行“教学合一”的教

学理念。此议在教育界的热烈争论中逐渐为人们所

接纳，“教授 学”、“教 授 法”两 个 术 语 逐 渐 为“教 学

法”、“教学通论”、“教学原理”所取代。据不完全统

计，２０世纪２０年 代 初 至４０年 代 末，在 中 国 学 者 的

自编高等师范教材中，以“教授法”命名的仅有２部，
以“教学法”命名的多达２２部，另有以“教学通论”命
名的１部、以“教学原理”命名的１部。［２］

从教授学演变为教学法，反映了人们对该领域

研究指向、研究视角、基本内容的认识有所深化。以

“教学”替代“教授”，能够更精确地指称研究对象，更
好地体现“教”与“学”的 互 动 关 系 和 相 长 机 制。但

是，“教学法”、“教学通论”、“教学原理”等称谓作为

学科名称，仍有某种缺憾，因而有些学者依然愿意使

用“教授学”这个旧称。例如，１９３９年商务印书馆出

版夸美纽斯的教学论代表作，书名译为《大教授学》
（傅任敢译）。１９５３年，上海正风出版社出版高晶斋

翻译的苏联学者柯罗列夫等人的著作，以《苏联埃教

授学问题》（《ВопросыСоветскойДидактики》）作为

书名。

表１　以“教学论”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期刊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１９７８－２０１６年）

年 份 １９７８　 １９７９　 １９８０　 １９８１　 １９８２　 １９８３　 １９８４　 １９８５　 １９８６　 １９８７　 １９８８　 １９８９　 １９９０
文献数量 １　 ５　 ８　 ６　 １６　 １７　 １８　 １８　 ２２　 ２８　 １９　 １９　 ２６

年 份 １９９１　 １９９２　 １９９３　 １９９４　 １９９５　 １９９６　 １９９７　 １９９８　 １９９９　 ２０００　 ２００１　 ２００２　 ２００３
文献数量 １９　 １８　 ２１　 ２３　 ２１　 ４０　 ３９　 ４４　 ５３　 ７４　 ８２　 ７７　 ７０

年 份 ２００４　 ２００５　 ２００６　 ２００７　 ２００８　 ２００９　 ２０１０　 ２０１１　 ２０１２　 ２０１３　 ２０１４　 ２０１５　 ２０１６
文献数量 ８６　 １０５　 １２１　 １４６　 １３１　 １６０　 １３８　 １５７　 １７２　 １３５　 １２２　 １４０ （１２２）

　　注：表中数据为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１日的检索结果；１９７７年以前的９篇文献和２０１７年的１篇文献未列入表中；２０１６年的文献数据录入尚不够

完整，因而在表中加括号予以标示。

　　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以来，高等师范 院 校 普 遍 开

设教学论课程，“教学论”这个术语的使用越来越广

泛。从教学法演变为教学论，意在强调这个领域的

学科属性，强调运用学科范式将关于教学法的研究

成果不断进行理论层面的整合。近期，笔者借助“读
秀学术搜索”在《读秀知识库》中以“教学论”作为检

索词进行书名检索，共检出１５２５部图书（检索时间

为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０日）。除出版时间不确切的３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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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和１部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６２年出版的《教学论

文集》之 外，其 余 图 书 均 出 版 于１９８１年 之 后；１９９４
年以后的年出 版 量 都 在２０部 以 上，２００６年 的 出 版

量一度达到１１０部。这些图书，大部分为高等学校

的教材。其中，既有以《教学论》、《教学论原理》、《教
学论基础》等为书名对教学论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著

作，还有大量涉及学科教学论、语文教学论、数学教

学论、体育教学论等教学论分支学科的著作，后者清

晰地呈现了教学论的学科分化态势。
同期，笔者 又 在“中 国 知 网”的《中 国 学 术 期 刊

（网络版）》中以“教学论”作为检索词进行篇名的精

确 检 索，共 检 出２５３１篇 文 献，起 始 年 份 为１９５０
年。［３］表１列出了１９７８年 至２０１６年 间２５２１篇“教

学论”期刊文献的年度分布情况。由表１可见，在近

４０年中，以“教学论”作为篇名主题词的期刊文献数

量在小幅震荡中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
“教学论”图书文献和期刊文献数量快速增长的

一个重要原因，是培养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中设置

了“教学论”类 学 科、专 业。１９８３年，国 务 院 学 位 委

员会颁布《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授予博士和硕士学

位的学科、专业目录（试行草案）》，在“教育学”学科

门类的“教育学”一级学科中，设有“教学论”、“教材

教法研究”两个二级学科、专业。１９９０年，国务院学

位委员会、国家教育委员会颁布《授予博士、硕士学

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科、专业目录》，相应的两个二

级学科、专业为“教学论”、“学科教学论”。１９９７年，
经过修订的《授予博士、硕士学位和培养研究生的学

科、专业目录》将相应的两个二级学科、专业合并为

“课程与教学论”。此后，中国学术期刊和图书中便

出现了以“课程与教学论”作为篇名或书名主题词的

文献。目前（检索时间为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０日），在《中
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可以检索到２６１篇“课程与

教学论”期 刊 文 献，在《读 秀 知 识 库》中 可 以 检 索 到

３２１部“课程与教学论”图书文献。

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 以 前，有 的 教 育 学 家 还 在 指 称

教学理论领 域、教 学 思 想 领 域 的 意 义 上 使 用“教 学

论”概念，如《批判杜威的教学论》、《实用主义教学论

批判》、《布鲁纳和加涅的两种教学论》之类标题即为

此种用法。８０年代以后，教学论则更多地被看作是

教育学或教育科学的一门分支学科。“教学论原是

教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随着教学实践的不断深入，
教育科学逐步分化，教学论已成为教育科学的一个

分支。它是研究教学现象及其规律的科学，是各科

教学法的理论基础。”［４］教学论是“研究和揭示教学

活动本质规律的一门理论学科，教育科学体系中的

一门基础学科”［５］。此类看法几近成为一种共识。
按照中文惯例，学科名称通常使用研究对象加

“学”字的方式来命名，如教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

心理学等。也有使用研究对象加“论”字来命名的学

科，但数量较少，如相对论、控制论、突变论等。以教

学活动作为研究对象的学科，本可以由借用日文称

谓“教授学”直接转换为“教学学”，但教育学界选择

“教学论”作为标准化、体制化称谓，可能是因为两个

“学”字叠用容易被误读且有些拗口。２０世纪８０年

代前后，两个“学”字叠用的一些学科名称开始为学

术界所熟悉并欣然接 纳，如 科 学 学［６］、哲 学 学［７］、文

学学［８］等。
其实，作为教育科学分支知识体系的教学论，称

之为“教学学”，就显示学科属性而言也许更为直观，
更有学科意蕴。［９］十几年前，已有以“教学学”作为书

名主题词的图书问世。［１０］考虑到概念的实际使用状

况，本文仍然沿用“教学论”这个主流称谓。

二、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构方案

从２０世纪 初 算 起，教 学 论 在 中 国 已 经 走 过 了

１１０多年的演 进 发 展 历 程。在 实 际 需 求 的 推 动 下，
教学论不断地同亲缘学科、近邻学科、相关学科相互

渗透、融合，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一系列分支学科、
边缘分支学科。最近几十年，一些学者对教学论的

学科分化和综合发展趋势给予了高度关注。［１１］借助

图书文献和期刊文献所呈现的分化线索，基于多年

来的思考，笔者尝试性地提出教学论的学科体系建

构方案（见图１）。按照具体研究对象或研究内容的

图１　教学论学科体系的尝试性建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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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异，目前暂将教学论的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粗

略地区分为五个学科系组。图中列出了教学论的大

部分 第 一 层 级 分 支 学 科 和 少 数 第 二 层 级 分 支 学

科①。
第Ⅰ学科系组是普通教学论和作为其学科支撑

的教学发展史、教学论史、比较教学论、教学计量学

等，统称为基础教学论学科。普通教学论的任务是

探讨教学领 域 中 的 各 种 一 般 性、共 同 性、基 础 性 问

题，如教学在教育中的地位、教学的本质、教学目标、
教学设计、教学内容、教学过程、教学方法、教学评估

等。普通教学论是教学论学科体系中的“地标”性学

科，其学术地位类似于语言学中的普通语言学、心理

学中的普通心理学。教学发展史、教学论史运用历

史学方法分别研究教学活动、教学论的历史发展进

程。比较教学论运用比较方法研究教学活动和教学

论学科，既可以对同一国家不同时期或同一时期不

同国家的教学活动、教学论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也
可以对不同科目的教学活动、教学论不同分支学科

的发展状况进行比较。教学计量学运用数量分析方

法、模型方法对教学活动的投入（教学投资、师资力

量等）、产出（毕业生人数、教学研究文献数量等）和

过程（如知识传播、能力增长幅度等）进行定量描述、
评估和预测，或运用计量方法展现教学论研究项目、
研究人员、学术文献等的数量变化状况并揭示其演

进的机理。教学发展史、教学论史、比较教学论、教

学计量学等 虽 然 不 能 看 作 是 普 通 教 学 论 的 分 支 学

科，但它们同普通教学论的关系最为密切，能够源源

不断地为普通教学论提供研究成果，推动普通教学

论的可持续发展。
第Ⅱ学科系组是按照办学机构类型、办学层次

区分的一组分支学科，包括幼儿园教学论（学前教育

教学论）、小学教学论、中学教学论、中等专业学校教

学论、职业高中教学论、高等职业学校教学论、高等

学校教学论（大学教学论）、成人教学论等，统称为类

型教学论学科。只要有相应的社会需求，目前列出

的这些学科仍有进一步分化的可能性。例如，在普

通高等学校中，专科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博士研

究生在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学模式、考核方式等

方面多有差异，因此高等学校教学论在不久的将来

有可能分化为专科生教学论、本科生教学论、硕士生

教学论、博士生教学论等第二层级分支学科。
第Ⅲ学科系组包括语文教学论、数学教学论、外

国语教学论、历史教学论、地理教学论、劳动技术教

学论、德育教学论、文学教学论、艺术教学论、体育教

学论等，统称为科目教学论学科。在教育管理的意

义上，学科概 念 不 仅 与 专 业 概 念 相 交 织，而 且 与 科

目、课程概念相交织。“学科教授学”（学科教学论）
概念在中国出现得很早，其中包含语文教学论、数学

教学论、外国语教学论等，其研究对象主要是小学、
中学的学习科目。在早期阶段，科目教学论的研究

对象多是一类科目、课程，如外国语就是一类科目、
课程的统称，其中包括英语、日本语、德语、法语、俄

语等，因此作为教学论第一层级分支学科的外国语

教学论，应包含英语教学论、日本语教学论、德语教

学论、法语教 学 论、俄 语 教 学 论 等 第 二 层 级 分 支 学

科。随着研究的持续深化，科目教学论的研究对象

除仍有一类科目、课程的集合（如德育课程、医学课

程、农学课程）之外，出现了大量以单门具体科目、课
程作为对象的分支学科，如管理学教学论、会计学教

学论、信息技术教学论等。
第Ⅳ学科系组是依据教学活动的环节及其方法

手段进行划分的一组分支学科，包括课堂教学论、实
验教学论、实习教学论、课程学（课程论）、教材学、考
试学、教学方法学、教学评价学、教学管理学等，统称

为环节教学论学科。其中的教学方法学是一门在操

作层面上研究教学方法的学科，不同于对教学方法

做哲学概括的教学方法论，教学方法论通常被视为

教学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多年来，对于教学论与

课程学的关系，教育学界有不同的见解。有的学者

认为，教学论与课程学是并列的教育学分支学科，既
不能将教学论纳入课程学，也不能将课程学纳入教

学论。我们将课程学列入这个学科系组，意在强调

课程是教 学 活 动 不 可 或 缺 的 重 要 环 节。在 我 们 看

来，课程的设计、编制、实施、评估都是实际的教学过

程。没有脱离课程的教学活动，也没有同教学活动

无关的课程，无论什么课程，归根结底都是为教学活

动服务的。将课程学纳入教学论体系之中，有利于

课程学与教学论其他分支学科的相互渗透、相互交

融和协调发展。
第Ⅴ学科系组包括教学哲学、教学美学、教学伦

理学、教学逻辑学、教学社会学、教学心理学、教学病

理学、教学语言学、教学生态学、教学系统论、教学控

制论、教学信息论等，统称为边缘教学论学科。这些

学科生成于教学论与体系外某些相关学科的邻接区

域，具有典型的边缘学科属性。如教学美学、教学伦

理学、教学社会学、教学语言学、教学控制论，是教学

论分别与美学、伦理学、社会学、语言学、控制论相互

交汇、融合的产物。它们是教育科学、教学论连通哲

学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自然科学、
系统科学等科学部类的桥梁，具有生机勃勃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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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力。

三、教学论的学科体系演进趋势

创新的时代要求教学论不断实现理论创新、学

科体系创新。［１２］伴 随 着 研 究 成 果 的 持 续 积 累，教 学

论的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还将继续增多。从学

科体系的角度来看，教学论在今后一个时期有三个

值得我们充分关注的演进趋势。

１．深度细分化趋势

一门学科的分支学科逐渐增多，源于其研究对

象的裂解细分，从而有了更为具体的特定研究对象。
教学论问世１１０多年的演进历程表明，其分支学科

由少到多，学科体系由简单结构演化为复杂结构，都
同教学论研究对象的细分化程度有关。在图１中，
第Ⅱ学科系组的类别教学论学科和第Ⅲ学科系组的

科目教学论学科，主要是研究对象细分化的结果，细
分化的动力则来自于教学实践的需要。教学论研究

对象的细分化层级越深，分支学科的内容就越具有

针对性和实效性。
我们以教学论的第一层级分支学科艺术教学论

为例，探查其分支学科的细分化线索。按照艺术的

类别，艺术教学论之下有音乐教学论、美术教学论、
舞蹈教学论等第二层级分支学科。按照音乐的基本

类型，音乐教学论之下有声乐教学论、器乐教学论等

第三层级分支学科。按照器乐的类型，器乐教学论

之下有民族器乐教学论、西洋器乐教学论、东方器乐

教学论等 第 四 层 级 分 支 学 科。按 照 西 洋 乐 器 的 种

类，西洋器乐教学论之下有铜管乐器教学论、弦乐器

教学论、键盘乐器教学论等第五层级分支学科。按

照键盘乐器的类别，键盘乐器教学论之下可以有钢

琴教学论、手风琴教学论、电子合成器教学论等第六

层级分支学科。
这里需要做两点说明：第一，在研究工作越来越

细化的背景下，分支学科的层级认定可能难以找到

普遍认可的标准；第二，分支学科的细分化并非按照

层级顺序逐级向下深化的，可能出现学科生成次序

的跳跃式递进。在《读秀知识库》和《中国学术期刊

（网络版）》中，我们检出“音乐教学论”在著作题名和

期刊论文篇名中最早出现的年份分别是１９９２年［１３］

和２００２年［１４］，“钢 琴 教 学 论”在 著 作 题 名 和 期 刊 论

文篇名中最早出现的年份分别是１９８９年［１５］和１９９２
年［１６］。由此可见，处于第六层级的钢琴教学论的萌

发生成早于处于第二层级的音乐教学论，这种逆序

跳跃现象可以从社会需求强度的角度给出合理的解

释。

２．汇聚综合化趋势

学科体系的演进，既有“分”（分化、分立）的倾向

和过程，又有“合”（综合、整合）的倾向和过程。学科

分化到一定阶段或程度，人们可能发现若干分立的

学科之间存在某个共同的方面值得研究，于是便会

以这个共同方面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创建综合性新

学科的尝试和探索。就新生学科与已有学科的关系

而言，汇聚综合化有纵向和横向两个基本方向。
纵向汇聚综合是指几门低层级分支学科促生高

层级学科的过程。在前面说到的教学论第一层级分

支学科艺术教学论之中，虽然研究者尚未提出艺术

教学论、器乐教学论、西洋器乐教学论、键盘乐器教

学论等学科名称，但已经积累了一定数量的研究成

果。在《中国学术期刊（网络版）》中，目前（检索时间

为２０１７年２月１０日）可以检索到“艺术教学”期刊

文献７５２篇、“器乐教学”期刊文献３２３篇。今后，只
要有适度的环境条件（如开设课程等），音乐教学论、
美术教学论、舞蹈教学论等第二层级分支学科就将

在“艺术教学”的平台上汇聚，对已有研究成果进行

学科化整合，推动第一层级的艺术教学论走向创生

历程。同样地，民族器乐教学、西洋器乐教学、东方

器乐教学等第四层级研究领域亦将在“器乐教学”的
平台上汇聚［１７］，对 已 有 研 究 成 果 进 行 学 科 化 整 合，
推动第三层级的器乐教学论走向创生历程。

横向汇聚综合是指分属不同学科系组的众多学

科促生新学科的过程。在图１中，归属于第Ⅴ学科

系组的教学哲学、教学美学、教学伦理学，就生成区

位而言，分别是介于教学论与哲学、美学、伦理学之

间的边缘学科。然而，这些边缘学科的创生和发展

却有赖于教学论大量分支学科的支撑，它们需要广

泛地汇聚并综合相关学科对自身各种哲学问题、美

学问题、伦理学问题的思考结果。以教学管理学为

例，教学管理学可以看作是介于教学论与管理科学

之间的边缘学科，但它的创生却不仅关涉教学论和

管理科学，而且同教学论的众多分支学科都有关联。
目前尚处于孕育萌发期的教学管理学，不仅要有效

利用先期形成的上位学科教育管理学和下位学科课

堂教学管理学［１８］的研究成果，而且要对教学论大量

分支学科中所包含的管理问题进行分析提炼，汇聚

各种类别和层次教学机构、各个科目课程教学过程、
各个教学环节所积累的管理智慧。

３．边缘互涉化趋势

两门学科或两门以上学科相互渗透建立跨界的

边缘学科，是现代科学生成新学科的一种基本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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边缘学科在科学学科总量中的比例越来越高。教学

论已经生成了一批边缘分支学科，今后仍将同相关

学科在边缘区域发生互涉作用。教学论的边缘互涉

化发展趋势，呈现为内部边缘互涉、内外边缘互涉两

种形式。
内部边缘互涉是指教学论各个系组分支学科、

边缘分支学科之间因互涉作用而生成新的学科。内

部边缘互涉可能出现在一个学科系组内部，如在环

节教学论学科之间，课堂教学论、实验教学论、实习

教学论与教学管理学发生互涉，将生成课堂教学管

理学、实验教学管理学、实习教学管理学。内部边缘

互涉也可能出现在不同的学科系组之间，如第Ⅲ学

科系组的数学教学论、地理教学论、德育教学论、艺

术教学论、体育教学论等与第Ⅴ学科系组的教学心

理学发生互涉，将生成数学教学心理学、地理教学心

理学、德育教学心理学、艺术教学心理学、体育教学

心理学等。
内外边缘互涉是指教学论的分支学科、边缘分

支学科同体系之外的学科因互涉作用而生成新的学

科。哲学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数学科学、自然

科学、系统科学等科学部类中的许多学科，都有同教

学论的分支学科发生互涉作用的可能性。列入第Ⅰ
学科系组的教学计量学，是由于教学论与数学某些

学科的相互渗透而正在萌生的边缘学科。可以列入

第Ⅴ学科系组的教学思维学是介于教学论与思维科

学之间的待建边缘学科，教学统计学是介于教学论

与统计学、社会统计学之间的边缘学科。情感教学

心理学、认知教学心理学则分别是介于教学心理学

与隶属于心理科学和认知科学的情感心理学、认知

心理学之间的边缘学科。
学科的演化衍生有其内在的机理和规律性，辨

识并把握教学论的学科体系演进趋势，有助于我们

审时度势，找准分支学科、边缘分支学科的生长点，
合理地部署研究力量，可持续地推进教学论学科体

系的有序演化。

注释：

①　由于框图的容量有限，目前已经形成和正在形成的教学

论第一层级分支 学 科，有 一 部 分 没 有 列 入 图１，例 如 可

以列入第Ⅲ学科系 组 的 物 理 学 教 学 论、化 学 教 学 论、生

物学教学论、对外汉语教学论、双语教学论等，可以列入

第Ⅴ学科系组的教学统计学、教 学 思 维 学 等。列 入 图１

的学科，有的还有另外 的 名 称，例 如 高 等 学 校 教 学 论 又

称之为大学教学论，高等职业学校教学论又简称为高职

教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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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１，（５）：４．
［８］　周宪．现 代 西 方 文 学 学 研 究 的 几 种 倾 向［Ｊ］．文 艺 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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