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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_B0_8F_E5_AD_A6_E6_c38_55391.htm 一、教学原则的概念

及意义教学原则是根据教育教学目的，反映教学规律而制定

的指导教学工作的基本要求。教学原则的概念首先表明了教

学原则的合目的性。教学活动永远是按照一定的教育教学目

的进行的，教学原则要能够指导教学工作，必须与国家所规

定的教育教学目的一致，必须是有利于这些目的实现的。同

时，教学原则的概念还表明了教学原则的合规律性。教学规

律是客观存在于教学活动中的，需要通过人们的认识才能获

得，而人们在认识规律时，并不总是能够得到与之相符的结

果，由人们提出的教学原则既可能是符合规律的，也可能是

不符合规律甚至完全与规律相悖的。只有那些经过长期实践

证明确实能给予教学工作正确指导的原则，才可能是真正反

映了教学规律的。历史上的教育家提出了无数的教学原则，

而真正能够保留下来的只是极少数。一般地说，教学活动越

是能够符合教学原则，教学活动就越是容易成功；反之，教

学活动越是脱离教学原则的要求，教学活动就越是可能失败

。但由于教学活动是在不断发展的，并且教学模式多种多样

，不同的教学模式需要不同的教学原则与之相适应，因而教

学原则也处在不断变化与发展之中。二、我国中小学常用的

教学原则体系目前我国中小学常用的教学原则体系，是在苏

联凯洛夫教育学的教学原则体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内

容已由我国教学理论和实际工作者结合我国的教学实践有所

发展，并补充了一些新的原则。特别应当指出，这一原则体



系是针对师生系统地传授和学习书本知识的教学模式。如果

教学采用教师辅导学生从活动中自己学习的模式（例如活动

课程），则这一原则体系并不适用。（一）直观性原则指根

据教学活动的需要，让学生直接感知学习对象。这一原则是

针对教学中词、概念、原理等理论知识与其所代表的事物之

间相互脱离的矛盾而提出的。如前所述，教学活动的特点之

一在于它是一种间接认识，学生在教学中是以学习前人经验

即书本知识为主的。这些书本知识的真理性固然毋庸置疑，

但它们与学生的生活和他们自己的个人经验存在相当的差距

，有些甚至是完全陌生的。而人的认识总是从感性上升到理

性，从具体过渡到抽象，完全没有感性认识和具体形象做基

础和支撑，是不可能真正掌握纯粹理论知识的。由于书本知

识与学生之间客观存在的距离，学生们在学习和理解的过程

中必然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和障碍，直观性原则的意义在

于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通过提供给学生直接经验或利用学

生已有的经验，帮助他们掌握原本生疏难解的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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