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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对学生来说是一种认识活动，教学活动服从人类认识的

一般规律，也就是哲学认识论所揭示的各种认识特征，比如

认识是人脑的反映，从感性到理性，再由理性到实践。从根

本上说，教学活动都要受到这样一些认识规律的制约。但是

，教学又不是简单地服从一般认识规律，作为人类认识活动

的一种，教学活动是一种特殊的认识活动，具有自己的特殊

性。（一）教学认识是学生的认识在小学教育阶段，教学认

识主要指小学生的认识，这是教学认识最具决定性的特征，

下面几条特征也要受到这一决定性特征的制约。教学认识承

担着将人类已有的知识经验中的精华传授给年轻一代的使命

。如何能够尽可能好地完成这种使命？教学活动的发展和进

步，就是对这个问题不断探索和不断解决的过程。简单地说

，“教什么”以及“怎么教”是教学论永恒的主题。在相当

长的历史时期内，当教育只是部分人的特权时，关于上述问

题的探索更多地集中在“教什么”上。随着社会的进步，受

教育权利范围不断扩大，最终成为社会每一个年轻成员的权

利和义务，“怎么教”的问题也就日益突出，日益为人们所

关注了。心理学的发展，特别是近几十年来发展心理学的兴

起，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理论基础。与长期以来的传统

理论相比，今天的教学论中关于教学认识的研究，格外重视

学生的认识规律，重视他们不同于成人的认识特征。从教学

认识是学生的认识这一根本特征出发，教学活动必须考虑学



生的认识水平和认识方式，不应当将以成人认识为对象的研

究结果直接套用到学生身上。就小学的教学活动而言，教育

者应当尽可能地了解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儿童是怎样认识的

，这些认识阶段分别具有什么样的特征。过去，教学理论在

这方面的研究是比较欠缺的，20世纪以来，发展心理学的兴

起，尤其是皮亚杰、维果斯基等人的理论在这方面提供了大

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国内外教学理论也日益重视运用这些

成果。（二）教学认识是间接的认识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

认识，主要是掌握人类在千百年来已经认识到了的知识经验

，并且是已经由课程计划、课程标准确定，由教科书具体陈

述和体现的知识经验。这种认识与科学家的认识不同，后者

的认识主要是去亲身探索人类尚未认识的事物，是不确定的

事物。这就是说，学生的认识从根本上说是去认识从人类总

体而言已知的事物。因为是认识已知的事物，学生的认识在

对象和方式上都具有间接性的特点。首先，认识的对象是间

接的。学生学习的知识不是本人亲身得来的，而是现成的前

人认识结果，主要表现为书本知识和理论知识。这些知识是

数十年、数百年、数千年间由前人逐渐积累起来的，是经过

长期、反复的实践检验的真理性知识。这样，就使得学生认

识的范围突破了他们个人生活的狭小范围。凭借认识对象的

间接性，他们可以“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可以通今知古

。其次，认识的方式是间接的。学生不是直接同事物打交道

去获得对于事物的认识，而是通过读书、听讲、观察等方式

接受现成的知识，然后通过作业、实验等方式应用知识。这

样，就使得学生认识各种知识时不像前人认识时那样需要进

行大量的摸索和尝试，需要经历多次的挫折与失败，需要完



成复杂的比较分析、综合概括才能得到最后的结论，而是能

够比较顺利地掌握正确的知识。也就是说，学生不必亲自进

行观测和计算就能够认识太阳系，不必亲自周游全世界就能

够认识世界地理，不必亲自春种秋收就能够认识农作物的生

长周期，等等。由于教学认识的这种间接性，使得教学活动

获得了在一般认识活动中所没有的巨大优越性，这就是教学

认识的高效率，学生可以在短短的几年内掌握人类几千年认

识结果中最重要、最有价值的内容。正如马克思说过：“再

生产科学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同最初生产科学所需要的劳动

时间是无法相比的，例如学生在一小时内就能学会二项式定

理。如果没有这种认识对象的间接性，这是不可想象的。应

当指出的是，教学活动虽然是以间接认识为主，却不等于可

以无视儿童的直接经验。而且，是否善于利用学生的直接经

验，是否能够将学生的间接经验转化为直接经验，或者与学

生的直接经验联系起来，对于教学活动的成功是举足轻重的

。（三）教学认识是有领导的认识在教学活动中，学生的认

识是在教师领导之下进行的，学生的任何学习活动都不可能

没有教师的指导而孤立存在，即使是学生在做家庭作业，从

事调查、制作，教师可能不在场时也不例外，因为他们仍然

是按照教师的引导、要求进行着活动。在日常生活中的认识

中，是不存在有领导这样的特点的，人们主要依靠自己的摸

索和总结。在教学认识中，教师的领导或者说教师的主导作

用存在着客观必然性。在小学教学，教学认识的主体是小学

生，他们在各个方面都处于成长发展的时期，因此，虽然是

认识主体，但却是不成熟的、发展中的主体，仅仅依靠他们

自己的力量是无法完成社会所要求和规定的教学任务的。小



学教学活动的方向、内容、方法、进程、结果和质量，主要

都是由教师决定和负责的。教师接受国家和社会的委托，经

过专门的培养和训练，以教育和培养学生为职责，他们有责

任、有条件成为教学认识的主导，帮助成长中的主体完成教

学认识。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

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