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２０１３年１１月 西北师大学报 （社会科学版） Ｎｏｖ．２０１３　
　第５０卷第６期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ｏｒｔｈｗｅｓｔ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Ｖｏｌ．５０Ｎｏ．６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０８－２２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 “西北多民族地区课程与教学问题研究”（１０ＪＪＤ８８００１３）
［第一作者简介］王鉴 （１９６８—），男，甘肃通渭人，教育学博士，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西北师范大学西 北 少

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课程与教学论研究

论现代教学论的发展基础

王　鉴，姜振军
（西北师范大学 西北少数民族教育发展研究中心，甘肃 兰州　７３００７０）

［摘　要］现代教学论指的是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伴随着现代社会和现代生产 而 来 的 教 学 论，它 是 对 古 代 教 学 论、近

代教学论的继承、批判与发展。现代教学论的基础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现代教学论的学科史基础，教学论史的经

验为现代教学论发展提供了发展的根基；二是现代教学论的相关学科基础，主要包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现代科

学技术等，现代教学论在与相关学科的深刻互动当中获得发展的养料；三是现代教学论的实践基础，主要包括教学实

验、教学改革、课堂教学，教学实践是现代教学论发展的源头活水。现代教学论就是在这三大基础之上获得进一步的

发展空间。深入探讨现代教学论的基础，是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前提和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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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教学论与现代教学论

深入探讨现代教学 论 的 基 础，是 教 学 论 学 科 发 展 的 前

提和根本保障。为什 么 这 么 说？这 如 同 地 基 与 大 楼 的 关 系

一样，只有明确学科 发 展 的 基 础，才 能 为 教 学 论 赢 得 自 身

发展的空间。正如有论者所强调的，“教学论的理论基础亟

待阐明，理论基础是 学 科 发 展 的 理 论 前 提，长 期 以 来，教

学论对其理论基础 未 能 给 予 明 确 界 定，使 教 学 论 成 为 ‘弄

潮’学科，从而成为别的学科的 ‘材料库’”［１］ （Ｐ２９）。在

探讨现代教学论的 基 础 之 前，我 们 十 分 有 必 要 对 何 为 “教

学论”，何为 “现代教学论”作一界定。首先，关于什么是

教学论，有很多提法，在 这 里 我 们 不 再 一 一 列 举。根 据 学

科学的通例，我们将 教 学 论 界 定 为 “研 究 教 学 现 象 和 教 学

问题，揭示教学规律的一门科学”。这个界定，明确了教学

论的研究对象及学科 性 质，为 我 们 进 一 步 探 讨 教 学 论 的 其

他问题奠定了认识 基 础。这 一 点 认 识 十 分 重 要，正 如 王 策

三先生所言，“对于一门科学来说，生死攸关的一个问题就

是要明确 自 己 的 研 究 对 象 和 任 务。”［２］ （Ｐ５４）我 们 将 教 学

论作如此的认识，旨 在 匡 正 教 学 论 里 概 念、范 畴、体 系 的

混乱现象。继而，我们 对 什 么 是 现 代 教 学 论 作 一 界 定。关

于什么是现代教学 论，目 前 有 三 种 看 法，一 种 是 与 赫 尔 巴

特为代表的 “传统 教 学 论”相 对 而 言 的，以 杜 威 为 代 表 的

“现代教学论”；一种 是 二 战 以 后，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出 现 的 教

学论，其代表有三大 流 派，即 赞 科 夫 的 发 展 性 教 学 论、布

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 论、瓦 根 舍 因 和 克 拉 夫 基 的 范 例 教 学

论［３］ （Ｐ１）；一种 是 我 国 学 者 的 界 定，主 要 指 与 传 统 以 理

论思辨为主要的研究 方 式、以 教 学 理 论 本 身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理 论 教 学 论”相 对 的 “实 践 教 学 论”或 “课 堂 教 学

论。”［４］ （Ｐ６）对于 以 上 三 种 理 解，在 教 学 论 界 各 有 坚 持。

我们认为，对于什么 是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理 解，不 能 仅 仅 局 限

于教学论的视域来 认 识，还 要 从 教 育 学———这 一 教 学 论 的

母学科的角度去认 识，如 此，才 不 至 于 产 生 自 说 自 话 的 逻

辑偏颇。什么是现代教学论，首先要了解什么是现代教育，

什么是现代 教 学。从 教 育 学 的 整 个 纵 向 的 发 展 历 史 来 看，

所谓现代 教 育，主 要 是 指 建 基 于 现 代 社 会 之 上 的 教 育［５］

（Ｐ１），其从时 间 上 看，从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 即 开 始 了。

现代教育是与原始 教 育、古 代 教 育、近 代 教 育 相 对 应 的 概

念。自从人类社会在１９世 纪 末２０世 纪 初 逐 渐 从 近 代 过 渡

到现代，教育也呈现 出 了 一 些 现 代 社 会 的 特 征。期 间，虽

然各个国家现代化 的 历 程 各 不 相 同，甚 至 相 差 很 大，而 且

即便是一个国家内部的现代化进程也是一波三折并不顺利，

但是现代教育毕竟已 经 在 世 界 范 围 内 出 现 而 且 是 人 类 教 育

发展的必然走向，这 是 任 何 人 所 无 法 阻 止 的。而 现 代 教 学

论，便是与现代教育相伴而生的。它也是产生于１９世纪末

２０世纪初。至今算来，已经有 一 百 多 年 的 历 史 了。在 这 一

百多年的发展过程 中，形 成 了 众 多 的 理 论 流 派，这 些 理 论

流派，如果按国别来 看，有 德 国 教 学 论 学 派、美 国 教 学 论

学派、前苏联教学论 学 派、日 本 教 学 论 学 派、中 国 教 学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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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派，等等。这些学派，都是现代教学论的有机组成部分，

是从本国国情、历史、文 化、实 践 出 发 对 何 为 现 代 化、何

为现代教育、何为现 代 教 学 所 作 出 的 理 论 概 括。因 此，可

以说，从宏观上，从世 界 范 围 来 看，现 代 教 学 论 确 实 是 从

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 初 发 展 而 来 的 理 论 体 系，但 是，从 微 观

上，从具体方面看，我 们 也 应 该 承 认，现 代 教 学 论 在 不 同

的国度，不同的文化 背 景 之 下，有 不 同 的 表 现 形 式。也 可

以说，世界范围内没有 一 本 可 以 代 表 所 有 国 家 或 地 区 普 遍

情况的 “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现代教学论”。现代教学论

只能是某国某文化 背 景 之 下 的 现 代 教 学 论。这 样，我 们 便

可以理直气壮地言说 中 国 学 者 视 野 中 的 现 代 教 学 论 了。因

为，中国属于世界的 一 部 分，中 国 教 学 论 亦 是 世 界 教 学 论

体系中之一重要部分。中 国 现 代 教 学 论 是 中 国 学 者 基 于 本

国的历史文化传统结 合 现 代 化 的 时 代 背 景 所 作 出 的 对 中 国

现代教学现象和问题 的 理 论 概 括 和 总 结。我 们 在 探 讨 现 代

教学论这一理论命题之时，一定要有一种 “中国意识”。否

则，我们所谓的现代 教 学 论 将 是 无 根 的 学 问，将 是 无 可 附

着的 “游魂”。关于 这 种 意 识，在 中 国 众 多 其 他 学 科 当 中，

学者已有明确的主 张，如 美 学 领 域、哲 学 领 域 便 早 有 远 见

卓识的著名学者提 出 “中 国 学 者 在 学 术 文 化 领 域 （包 括 美

学领域）应该有自己的立足点。”［６］ （Ｐ９）这个立足点就是

中国文化。因此，在这 样 一 个 文 化 自 觉 的 时 代 里，我 们 中

国的教学论学者也应 该 有 自 己 的 立 足 点，这 个 立 足 点 无 疑

也是中国文化、中国国 情、中 国 实 践。如 此，我 们 所 言 说

的教学论才不至于成为 “乏味的学问”［７］、被人 “拒斥”［８］

的对象。只有 如 此 的 意 识，才 能 使 中 国 教 学 论 走 出 困 境，

获得生机活力。也只 有 如 此 的 认 识，才 能 使 我 们 今 日 所 讨

论的 “现代教学论的 基 础”这 一 问 题 产 生 学 科 发 展 原 动 力

的真正意义。毫不讳 言，以 往 教 学 论 教 材 或 论 著 当 中 不 乏

探讨教学论的基 础 问 题，但 是，不 难 发 现，似 乎 探 讨 教 学

论的基础只是一种教 材 结 构 完 整 上 的 需 要，是 一 种 与 整 个

论著并无内在关系的 “理论摆设”，并无切实 “奠基”的意

义。我们之所以要重 提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基 础 问 题，旨 在 为 现

代教学论的发展空间问题打好基础。

二、现代教学论的学科史基础

现代教学论是对现 代 教 学 的 一 种 理 论 概 括。而 现 代 教

学不是凭空产生 的。它 从 古 代 教 学、近 代 教 学 而 来。同 样

的，现代教学论也并 非 凭 空 产 生，它 的 基 础 便 是 传 统 教 学

论 （包括古代教学论、近代教学论）。从某种意义上说，现

代教学论是传统教 学 论 的 进 一 步 发 展，而 非 决 裂。这 正 如

一棵树的成长一样，它 总 是 从 它 的 根 部 发 展 起 来 的。这 一

点必须得到 尊 重。相 对 于 那 些 为 了 强 调 自 己 的 理 论 贡 献，

而将前人的理论建树 视 作 陈 旧 遗 物 的 做 法，我 们 更 加 强 调

理论发展的内在逻辑性、继承性和 整 合 性［９］ （Ｐ３０）。教 学

论从古代发展到近代 乃 至 现 代，它 是 有 着 自 己 内 在 的 逻 辑

和规律性的。在这里，我 们 不 妨 梳 理 一 下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简

史。自从古代学校产生之后，人们便开始思考教学问题了，

比如中国的 《论语》、《学 记》，苏 格 拉 底 的 “产 婆 术”、昆

体良的 《雄辩术原 理》等 等，这 些 东 西 方 的 先 哲 在 自 己 的

教育教学实践当中积 累 了 丰 富 的 教 学 经 验，并 且 对 教 学 的

本质特性有着十分 透 彻 的 把 握，比 如 东 方 的 “因 材 施 教”、

“教学相长”等思想，西方的 “产婆术”等思想都是十分深

刻的。这一时期，虽然 没 有 现 代 意 义 上 教 学 论 之 名，但 是

它却是现代教学论 的 思 想 渊 源 所 在。因 为，它 的 思 想 主 张

主要来自 思 想 家 或 教 育 家 自 己 的 经 验，故 我 们 可 称 之 为

“经验教学论”。经验 教 学 论 时 期 长 达 两 千 年 之 久。教 学 论

成为一门独立的 学 科 起 自 于 夸 美 纽 斯 《大 教 学 论》 （１６３２
年）一书的发表，夸 美 纽 斯 提 出 教 学 是 一 门 艺 术，教 学 论

是一门研究教学艺术 的 学 问。夸 美 纽 斯 对 教 学 论 的 贡 献 在

于，提出了教学论的 学 科 性 质、任 务 以 及 学 科 的 基 本 概 念

范畴和逻辑架构，教 学 论 在 夸 美 纽 斯 那 里 获 得 了 “学 科 自

觉意识”。夸美纽斯在建构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时候，也有意

识地将其建立在一定 的 理 论 基 础 之 上，如 哲 学 的 宗 教 式 的

人生观、人性观、人文主 义 和 自 然 主 义 的 教 学 观 以 及 实 践

观，夸美纽斯教学论可称之为 “艺术教学论”。夸美纽斯之

后，在洛克、卢梭、裴斯 泰 洛 奇 等 著 名 教 学 论 专 家 的 努 力

之下，教学论学科获得极大发展，到１８０６年赫尔巴特出版

《普通教育学》一书，教学论学科实现了质的飞跃。赫尔巴

特在直接继承裴斯泰 洛 奇 等 教 育 家 理 论 观 点 和 研 究 自 身 实

践的基础之上，通过 理 论 思 辨 和 理 论 演 绎 的 方 法，明 确 要

使教学论摆脱经验主 义 的 藩 篱 而 成 为 一 门 真 正 科 学。众 所

周知，赫尔巴 特 教 学 论 的 理 论 基 础 是 实 践 哲 学 和 心 理 学。

他关于教学过程的论述被其学生发展为 “五段教学法”，以

及他提出的 “教育 性 教 学”等 观 点 都 对 后 世 包 括 西 欧、美

国、日本、中国等国的教 育 教 学 理 论 与 实 践 产 生 了 重 要 影

响。赫尔巴特也是明确 提 出 要 将 教 学 论 学 科 发 展 为 一 门 科

学的教育学家和教学 论 专 家，他 对 教 学 论 学 科 发 展 的 贡 献

也正在于此。我 们 将 赫 尔 巴 特 的 教 学 论 称 为 “科 学 教 学

论”。这一研究取向得到了极大的发展，伴随着现代科学技

术的迅猛发展，教 学 论 研 究 出 现 “唯 科 学 化”倾 向，探 讨

教学规律成为教学 论 的 主 要 任 务。王 策 三 先 生 在 其 《教 学

论稿》当中便明确提出：“教学论的根本问题，与任何一门

学科的根本问题是一 样 的，就 是 如 何 保 证 真 正 揭 示 自 己 所

研究的对象的客观规 律，也 就 是 如 何 保 证 教 学 论 成 为 真 正

的科学。简言之，教学论 的 根 本 问 题 就 是 如 何 科 学 化 的 问

题”。“根据教育史工作者和教学论工 作 者 的 研 究，教 学 论

的发展正是围绕着教学论的科学化这条基本线索而展开的。

教学论的历史也就 是 教 学 论 逐 步 科 学 化 的 历 史。”到１９世

纪末２０世纪初，伴 随 着 西 欧 的 “新 教 育 运 动”和 美 国 的

“进步主义教育运动”而来的理论集大成者———杜威的 “进

步主义教学论”，根据机器大工业生产的需要和现代民主社

会发展的需要，对赫 尔 巴 特 教 学 论 进 行 进 一 步 的 改 造，并

在批 判 赫 尔 巴 特 教 学 论 “旧 三 中 心”的 基 础 之 上 提 出 了

“新三中心”的主张。杜威对教学论学科的贡献在于他积极

响应了２０世 纪 是 “儿 童 的 世 纪”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ｕｒｙ　ｏｆ　ｔｈ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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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ｌｄ）［１０］ （Ｐ３６）的时代哲学，并且将教学 论 作 为 通 向 民 主

主义社会的重要途径，使 人 们 不 再 闭 起 门 来 谈 论 学 校 的 教

学问题。他使教学论成为改造现代社会的一种工具。继而，

到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随 着 第 三 次 科 技 革 命 浪 潮 的 风 起 云

涌，世界范围内的教 育 改 革 也 是 一 浪 高 过 一 浪，教 学 论 的

发展呈现出多元并存 的 发 展 态 势。人 们 不 再 局 限 于 某 一 家

某一派的观点，而是 根 据 本 国 的 历 史、国 情、文 化 及 对 新

时代的反应而建构自 己 的 教 学 论 体 系。如 著 名 的 现 代 教 学

论的三大流派便是在 此 背 景 下 产 生 并 发 展 起 来 的。而 此 时

教学论已经离开了 书 斋 化 研 究，与 整 个 时 代、国 家 紧 密 联

系起来，我们可将这一时期的教学论称为 “实践教学论”。

纵观教学论发展 的 学 科 简 史，我 们 可 以 看 到，教 学 论

的研究具有如下 的 特 点：其 一，研 究 取 向 多 元 化，教 学 论

研究有科学化、艺术化、人 文 化 三 条 路 向；其 二，研 究 基

础多元 化，不 仅 包 括 哲 学、心 理 学、社 会 学、科 学 技 术，

而且还有人文学的 基 础；其 三，研 究 的 方 式 不 仅 包 括 演 绎

的体系，而且包括归纳的体系。通过教学论学科史的考察，

我们发现，现代教学 论 除 了 科 学 化 的 发 展 路 径 之 外，还 可

以向艺术化、技术化 的 方 向 发 展，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学 科 体 系

将呈现多元化发展趋势。

三、现代教学论的相关学科基础

现代教学论不是孤 立 发 展 的，而 是 在 与 其 他 学 科 的 相

互作用中发展的。特 别 是，现 代 科 学 的 分 化 综 合 趋 势 日 益

明显，学科之间要保 持 自 身 的 “纯 洁”而 不 与 别 的 学 科 发

生关联不仅是不可 能 的 事，亦 是 十 分 有 害 的，这 种 做 法 属

于自绝其路自取灭亡。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无 疑 离 不 开 其 他

相关学科的发展基 础。审 视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历 程，如 下 学 科

与教学论关系密切，也 被 视 作 教 学 论 的 基 础 学 科，主 要 包

括哲学、心理学、社会学和一般科学技术。

（一）现代哲学基础

哲学是关于世 界 观 和 方 法 论 的 学 问。它 涉 及 对 世 界、

宇宙、人生的根本看 法，是 我 们 认 识 世 界、改 造 世 界 和 人

自身的理论 基 础。哲 学 对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意 义 主 要 表 现 在：

一方面，从哲学理论 当 中 演 绎 出 教 学 理 论，如 赫 尔 巴 特 的

教学论实际上可以 说 主 要 源 自 于 其 哲 学 理 论；一 方 面，哲

学为教学理论提供基础和方法论的指导［１１］，如杜威 的 教 学

论就以其实用主义 哲 学 为 理 论 指 导。现 代 哲 学，诸 如 马 克

思主义哲学、现象学、诠释学、解释学、后现代主义哲学、

存在主义哲学等为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提 供 了 重 要 的 研 究 基

础。我们在探讨现代 教 学 论 时 不 能 离 开 这 些 哲 学 基 础。正

如黑格尔所说，哲学 是 一 个 时 代 精 神 的 精 华。面 对 现 代 社

会所出现的种种问题，现 代 的 哲 学 家 们 从 人 类 理 性 的 最 高

高度指出了人类认 识、思 维、实 践 的 未 来 走 向。比 如，认

识到资本主义的剥削 本 质，马 克 思 主 义 提 出 旨 在 改 造 世 界

的实践哲学观点，面 对 “科 学 世 界”的 一 统 天 下 以 及 造 成

人类的异化现象，现 象 学、解 释 学 的 大 师 们 提 出 了 “回 归

生活世界”、“回 到 事 实 本 身”的 主 张，面 对 “现 代 性”对

人类理性的蒙蔽 以 及 造 成 的 世 界 的 “祛 魅”现 象，后 现 代

哲学家们提出 “解构”、“返魅”的 理 论 观 点，面 对 人 类 生

存意义危机和人类 的 异 化，存 在 主 义 哲 学 家 提 出 “人 的 存

在”、“人诗意地栖居”的 命 题，如 此 等 等。这 些 理 论 观 点

是现代哲学家从人类 理 性 的 最 高 层 面 对 人 类 社 会 发 展 的 认

识，它为我们认识一些 微 观 问 题 提 供 了 宏 观 视 野 和 方 法 论

基础。

（二）现代心理学基础

现代教学论与心理学的联系更为直接紧密，“心理学对

教学论的价值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１２］ （Ｐ１３８）。在教学

论历史上，有重大影响的教学论专家基本上也是心理学家。

甚至有人将教学论视 作 心 理 学 的 应 用 学 科，而 否 认 它 的 独

立性。虽然，以 心 理 学 代 替 教 学 论 的 观 点 有 一 定 的 偏 颇，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 认，心 理 学 对 教 学 论 的 意 义 是 其 他 学

科无法代替的。我们 很 难 想 象，一 个 对 心 理 学 毫 无 所 知 的

人会对教学论学科发 展 产 生 什 么 有 价 值 的 理 论 贡 献。从 裴

斯泰洛奇倡导 “教 育 学 的 心 理 学 化 运 动”以 来，包 括 赫 尔

巴特、杜威、布鲁纳、赞科夫、洛 扎 诺 夫 等 著 名 教 学 论 专

家都是以自己的心理 学 观 点 来 建 立 起 教 学 理 论 的 大 厦。离

开了心理学的内在理 论 支 撑，教 学 论 便 成 了 一 门 不 可 言 说

的学科。从总体上说，心 理 学 对 教 学 论 的 贡 献 包 括 两 个 主

要方面：一是心理学 的 理 论 直 接 进 入 教 学 理 论，如 赫 尔 巴

特的 “教学四段论”便是在赫尔巴特 （“统觉心理学”）对

人心理过程认识基础 上 提 出 来 的；一 是 心 理 学 作 为 教 学 论

的理论基础，如 “教 学 促 进 发 展”的 教 学 论 命 题 便 是 建 立

在维果斯基 “最近 发 展 区”的 心 理 学 观 点 基 础 上 的，对 话

教学的提出是建立在 建 构 主 义 心 理 学 的 基 础 上 的，多 元 教

学评价是建立在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的基础上的。历史上，

心理学领域的每一次 进 步 都 在 深 刻 影 响 着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面

貌。

（三）现代社会学基础

教学论与社会学之 间 亦 有 十 分 密 切 的 关 系。社 会 学 是

研究社会现象 （社会组织、社会机构、社会个体等），揭示

社会规律的一门学科。社 会 学 十 分 重 视 作 为 人 类 群 体 存 在

形式的 “社会”和 作 为 个 体 存 在 形 式 的 “个 人”的 研 究，

特别是注重对人的社 会 化 的 研 究。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离 不

开对现代社会学的 理 论 探 究，事 实 也 的 确 如 此，现 代 教 学

论的发展受 到 社 会 学 的 深 刻 影 响。２０世 纪３０年 代 以 后，

教育社会学的研究深入到课堂教学这一 微 观 领 域。２０世 纪

７０年代以后，教学过程中的 社 会 属 性，如 师 生 关 系、师 生

互动等不断地被揭 示 出 来。当 今 开 放 社 会，教 育 不 仅 要 培

养学生的 个 性，还 要 培 养 其 社 会 性，出 现 了 群 性 化 教 学，

等等［１３］。“社 会 化”的 概 念 对 教 学 论 当 中 人 的 发 展 的 解 释

具有重要意义。西方的批判理论对教学理论具有启发意义。

（四）现代科学技术基础

教学论与科学技 术 关 系 密 切。特 别 是 教 学 的 方 法、技

术、手段、组织形式都要 受 到 科 学 技 术 发 展 水 平 的 影 响 和

制约。现代社会以来，人 类 的 科 学 技 术 革 命 此 起 彼 伏、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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浪翻滚，多媒体技术、通 讯 技 术，特 别 是 电 子 计 算 机 和 互

联网技术对人类的教 育 教 学 产 生 革 命 性 影 响。对 于 这 一 方

面，作为教学论的研 究 者 理 应 十 分 敏 感，如 何 实 现 现 代 教

学论与现代科学技术的对接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时代课 题［２］

（Ｐ２７３）。

四、现代教学论的实践发展基础

实践是理论的源泉。离 开 了 教 学 实 践 而 谈 现 代 教 学 论

发展，犹如痴人说梦。可 以 说，教 学 实 践 是 教 学 理 论 的 源

头活水。历史上，有生命 力 的 教 学 论 著 作 或 者 教 学 论 流 派

都有自己的实践 基 础。这 一 点 必 须 明 确。因 此，现 代 教 学

论绝不是 “闭 门 造 车”可 以 发 展，它 必 须 将 自 己 的 “根”

深深扎于实践之 “土 壤”之 中。具 体 来 看，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实践基础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现代教学实验基础

教学实验是借用自然 科 学 的 实 验 法 而 运 用 于 教 学 理 论

探究的一种方法。在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历 史 上，有 杜 威 的 芝 加

哥大学师范学院附属 实 验 学 校 的 教 学 实 验，赞 科 夫 长 达 二

十年之久的教学促 进 发 展 的 教 学 实 验，我 国 陶 行 知、梁 漱

溟、晏阳初的农村教 学 实 验 等。这 些 教 学 实 验，以 明 确 的

理论建构和社会改造 的 双 重 目 的，为 现 代 教 学 论 开 辟 了 重

要的方向，时至今日，教 学 实 验 依 然 是 发 展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一种重要的方法。以我国为例，上世纪９０年代以来的主体

性教学实验、新基础教育实验、新教 育 实 验［１４］，成 为 我 国

现代教学论发展的重要思想来源。

（二）现代教学改革基础

现 代 教 学 论 与 现 代 教 学 改 革 的 关 系 密 切。自２０世 纪

５０年代以来，教育改革 （包括 课 程、教 学 改 革）成 为 新 时

代的重要特征，甚至有人因此将２０世纪称为 “教育改革的

世纪”。每一次教育教学改革，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都伴随

着新的教学理论登上 历 史 的 舞 台，比 如 以 杜 威 进 步 主 义 教

学论为理论基础的美国２０世纪２０年代至４０年代的教学改

革、以布鲁纳的结构主义教学论为理论基础的美国２０世纪

五六十年代的教学改 革 以 及 以 要 素 主 义 为 理 论 基 础 的 新 一

轮教学改革，都大大 推 动 了 现 代 教 学 论 学 科 的 发 展。反 观

我国的第八 次 基 础 教 育 课 程 改 革，无 论 对 它 的 质 疑 批 判，

还是它的实践困境，确 实 为 中 国 教 学 论 界 提 供 了 新 的 论 域

和新的理论生长点。“任何改革都要处理好继承与创新的关

系，新课程秉承以人 为 本 的 思 想，与 时 俱 进 地 提 出 了 很 多

新理念，倡导 很 多 新 方 式，这 些 新 内 容 是 新 课 程 的 亮 点、

特点，是推进和引领基础教育改革的方向 和 动 力。”［１５］这 些

基础教育课堂教学改 革 的 亮 点 与 特 点 也 将 成 为 理 论 研 究 的

热点，进而发展成为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实 践 基 础，可 以 说，现

代教学改革为现代教 学 论 的 新 命 题 的 生 成 和 建 构 提 供 了 广

阔而深厚的实践土壤。

（三）课堂教学基础

现代教学论更微观 更 根 本 的 基 础 在 课 堂 教 学。教 学 论

实际上是关于课堂 教 学 的 理 论。如 果 不 研 究 课 堂 教 学，那

么现代教学论便成 了 无 源 之 水、无 本 之 木。无 论 教 学 实 验

还是教学改革，最终 要 落 实 在 课 堂 教 学 上。课 堂 教 学 实 践

是现代教学论的基 础 的 基 础。对 此，我 们 要 有 十 分 清 醒 和

正确的认识。那种只 以 以 往 教 学 理 论 为 研 究 对 象 的 “理 论

教学论”或 “主流教 学 论”使 我 国 的 教 学 论 成 为 一 门 乏 味

的受 人 “拒 斥”的 伪 学 问。现 代 教 学 论 必 须 “回 归 原

点”［１６］———课堂教学 实 践，进 行 课 堂 教 学 实 践 研 究 是 建 构

或推动现代教学论学 科 发 展 的 最 重 要 最 基 本 的 途 径，只 有

在对日常课堂教学实 践 的 研 究 中，才 能 产 生 真 正 的 教 学 理

论的 “原创理论”和 教 学 论 学 派。我 国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研 究

现状 正 好 印 证 了 这 一 事 实。比 如，李 吉 林 的 “情 境 教 学

论”［１７］、邱学华的 “尝试教学论”［１８］便是基于课堂教学实践

研究的具有原创品质 的 教 学 理 论。现 代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需 要

更多的教学论 专 业 研 究 者 以 及 一 线 教 师 深 入 课 堂 做 研 究，

这是现代教 学 论 发 展 的 真 正 和 最 终 的 根 据 和 源 泉。另 外，

需要强调指出的是，现 代 教 学 论 研 究 不 能 离 开 具 体 的 学 科

教学论基础，也即不要轻视学科教学论。因为，“教学，总

是关于具体学科的教学”［１９］ （Ｐ３７９）。学科 教 学 论 （语 文 教

学论、数学教学论、英 语 教 学 论、物 理 教 学 论 等 等）是 一

般教学论 （或称普 遍 教 学 论）的 基 础，它 为 现 代 教 学 论 提

供丰富的素材。我们在 进 行 现 代 教 学 论 的 研 究 之 时 最 好 有

一门或二门具体学科 作 为 分 析 的 对 象，这 样 的 教 学 论 研 究

才不至于陷入空洞。

“现代教学论学科发展和理论建构必须建立在坚实的理

论基础之上，教学论 产 生 和 发 展 的 历 史 表 明，理 论 基 础 是

现代教学理论得以产 生 的 土 壤 和 催 化 剂，是 教 学 理 论 流 派

多元共存的内在依据，是 教 学 论 适 应 实 践 需 要 改 革 发 展 的

生长点和 外 部 推 动 力。”［２０］ （Ｐ７８）现 代 教 学 论 理 论 基 础 不

仅应包 括 哲 学、心 理 学、社 会 学、科 学 技 术 等 外 在 基 础，

而且还应该包括现代 教 学 论 的 学 科 史 基 础 和 教 学 实 践 基 础

等 “内在基础”。［２１］现 代 教 学 论 除 了 上 述 的 三 个 基 础 之 外，

还 “需要借鉴国外的 教 学 理 论，形 成 中 国 当 代 的 教 学 理 论

基础”。［２２］借用马克思主义在论述事物变化发展的原因 时 的

话，我们也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外 在 基 础”（相 关 学 科

基础）是现代教学论变化发展的条件，“内 在 基 础”（学 科

史基础与教 学 实 践 基 础）是 现 代 教 学 论 变 化 发 展 的 根 据，

“外在基础”通过 “内在基础”共同推动现代教学论向前发

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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