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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5/2021_2022__E3_80_8A_E

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720.htm 这一原则要求把观察

实物、标本、模型、图表等直观性教学和引导学生对学习材

料进行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发展理论思维结合起来。 

重视发展理论思维是现代科学发展的需要，也是现代人应具

有的素质。 这一原则反映了认识活动中感知与理解、具体与

概括、形象与抽象的关系。黑尔穆特?克拉因等编著的《教学

论》把这一原则表述为“具体事物和它的抽象相统一的原则

”，弗?鲍良克的《教学论》把它表述为“形象性与抽象性原

则”。科学知识是事实和概括在学生头脑中的统一体，认识

是在事实基础上逐步导向概括的智力活动过程，直观保证对

事实的认识，抽象则保证对概括的掌握。因此应将直观与抽

象统一起来。直观教学使教学内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但若片

面地、过多地运用直观手段，则妨碍学生抽象思维的发展。

由此看出直观与抽象之间也应统一起来，结合二者的长处、

优点，相互弥补对方的不足。 贯彻该项原则应遵循以下要求

。 ①直观与讲解结合。运用直观手段使学生获得感性认识，

但需与讲解结合。讲解的作用在于组织学生的注意力，指引

学生观察的目的、方向，指导学生对直观对象作定向理解，

揭示事物本质。在直观与讲解结合的过程中，指导学生分析

、综合、抽象、概括和推理等思维活动，发展学生的抽象思

维。 ②从运用直观形象过渡到摆脱具体形象。直观是手段不

是目的，使用直观教具必须有意识地使学生以后不需借助教

具也能再现有关表象，进而能摆脱具体形象进行积极的抽象



思维活动。因此切忌为直观而直观，或停留于直观。运用直

观的必要性程度以学生积累的事实能否足以作为进行抽象或

概括的感性认识基础而定，当学生不具有有关经验，教材中

的词句、教师的语言都不能使学生形成表象时，则使用直观

手段。运用直观手段当然也有提高学生积极性的作用，但是

为了更顺利地形成理性认识，不能满足于直观，必须指导学

生积极的思维活动，过渡到摆脱具体形象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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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