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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认识过程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无限循环往

复的过程。从哲学认识论考查，教学过程是教与学统一、认

识与实践统一的过程。就学生的学习而言，这是人类认识活

动的一种形式，服从于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列宁所概

括的从生动的直观到抽象的思维，再从思维到实践的认识路

线，是我们分析、研究教学过程的理论基础。就教师的活动

而言，教师也有一个认识过程，他的认识对象包括教材和学

生两个方面。但教师不仅认识对象，也要变革对象，一是对

教材进行加工，二是变革学生的认识结构，教师通过一定方

式将教材内容转化为学生个体的精神财富，促进其各方面素

质的发展。在这个意义上说，教学过程也是变革对象的实践

过程。学生的学习不仅要用脑力活动，也要用体力活动，从

这个意义上说，教学过程也是变革对象的实践过程。因此，

从师生双方活动看，教学是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过程。教学

过程中，在教师指导下，学生的认识活动，主要不是发现新

的科学原理（当然，并不排斥他可能有发现），而是掌握人

类已有的文化科学知识，因此从认识角度说，教学过程实质

是一种“再生产科学”的过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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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

人类认识和总结二项式定理却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认清教学

过程的这种实质对认识教学活动具有重要意义。（一）从认



识方式说，教学认识主要是间接认识，即通过掌握书本知识

认识世界，因此必须处理好实践与认识、直接知识和间接知

识的关系。1．首先要重视书本知识的学习。作为教学内容的

科学知识是经过教育加工的，是基本的、简约化的、系统化

的，以掌握这样的书本知识为中介，是认识世界的捷径。这

是“再生产科学”之所以能节省大量必要劳动时间的根据之

一。舍弃或忽视这一捷径，就改变了教学的性质，舍弃了教

学的优越性。2．掌握知识并不是单纯学习书本，而是要在教

师指导下，通过各种脑力的、体力的活动感知对象、变革对

象，感受、体验、运用书本知识。教师要根据教学的需要，

组织学生参加多种形式的实践，为学生学习、理解书本知识

提供感性的、实践的基础。3．要防止历史上出现过的两种偏

向。防止因片面强调教学过程特殊性，只重学习书本，忽视

学生参加实践活动以获取直接经验的偏向。这种偏向看到间

接认识的优越性一面，忽视了它的局限性一面。同时防止只

看到遵循认识普遍规律而片面强调实践，忽视书本知识学习

的偏向。这种偏向，只看到直接经验的重要性，忽视了学习

书本知识的系统理论的重要。（二）从认识活动的条件说，

有教师指导，这就要处理好教师的指导和学生学习活动的关

系。1．教师要积极引导学生的认识活动，指导其沿着正确的

认识路线前进，避免摸索和走弯路。这是“再生产科学”所

以能节省必要劳动时间的又一关键。为了正确地指导学生的

认识活动，要求教师一是要学习人类认识活动的一般原理，

二是要学习教育学、心理学等教育基本理论，掌握学生认识

发展的规律和特点。2．学生要充分依靠教师的指导，但同时

又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教师的教与指导，要经过学生



自身主动地加工，才能变为学生自己的知识、能力，没有学

生的主动消化吸收，教师的教就不可能成为有意义的教。（

三）从教学认识的目的说，教学不只是为了掌握科学知识，

而且要在掌握知识的基础上，通过练习、实验、实习等各种

实践，发展智力、体力，形成良好的思想、道德素质和心理

素质。因此：1．既要搞好知识教学，又要重视发展智力、培

养能力；2．既要重视认知因素的发展，又要重视各种非认知

因素的发展；3．既要重视智育，又要重视德育、体育和心理

素质的教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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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