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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8_AD_E5_AD_A6_E6_c38_55745.htm 教学原则不是一成不

变的。由于各个历史时期教育目标的要求、性质不同，以及

随着教育科学的发展，人们对教学规律的认识不断深化，教

学实践不断发展，教学原则也是变化发展的。 我国古代积累

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如孔子提到的教学要求就有：“学而时

习之”，“温故而知新”，“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学

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又如我国古代《学记》曾

提出过：“教学相长”、“豫”、“时”、“孙”、“摩”

、“开而弗达”、“长善救失”、“藏息相辅”等。唐代韩

愈提出过“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弟子不必不如师，

师不必贤于弟子”等有关学业上师生关系的见解。南宋朱熹

总结了“循序而渐进”、“熟读而精思”的读书法。尽管这

些仅是教育学萌芽时期的思想，但却是宝贵的教学原理，具

有教学原则的意义，至今仍有借鉴作用。 到独立形态的教育

学形成，夸美纽斯正式提出了教学原则，反映了正在兴起的

资本主义的一些民主要求和进步思想；。基于“遵循自然”

的思想，夸美纽斯在《大教学论》里提出了一系列教学原则

。此后许多教育家开始了对教学原则的探索。德国资产阶级

民主教育家第斯多惠接受了卢梭、裴斯泰洛齐的影响，把“

遵循自然”放在首位，同时也重视社会文化因素在教育学中

的地位，补充了“遵循文化”的要求。基于这样的思想，在

其著作《德国教师培养指南》中总结了三十三条教学规律和

原则，形成了完整的教学原则体系，该体系共分四个方面： 



有关学生、有关教学主体的教学规则，13条； 有关教材、教

学客体的教学规则，12条； 适应外在条件、时间、地点、情

况等等的教学规则3条； 有关教师的教学规则，5条。 马克思

主义为科学教育学发展奠定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基础。40年代苏联凯洛夫主编的《教育学》（1948）对我国

建国初期影响很大，该书提出了五条教学原则，即“直观性

”、“自觉性与积极性”、“巩固性”、“系统性”、“可

接受性”。在1956年的版本中又增加了“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在教师对班级进行集体工作的条件下，对学生进行个

别指导”两条原则。19501951年《苏维埃教育学》杂志就教

学原则展开了讨论，认为传统的教学原则没有共同出发点，

名目繁多，彼此孤立，没有层次，不分主次，不成体系，并

总结出了十条原则，基本上概括了当时苏联学者提到的各项

原则，如教学的教育性、对学生的个别指导等。50年代后期

至70年代中期，赞科夫的教学与发展实验研究在促进学生一

般发展的思想指导下提出了五条教学原则。1979年巴班斯基

在系统论指导下进行了教学过程最优化的研究，对应教学规

律提出了十条教学原则。斯卡特金等现代教学论专家认为教

学的本质是传授社会经验而不是单纯传授知识，从教养、教

育、发展的教学功能出发提出了具有现代特色在最近的十余

年来，我国教育理论界对教学原则问题也进行了广泛而深入

的探讨。王策三的《教学论稿》（1985）对教学原则及其研

究方法问题作了专门论述。并在相当程度上概括了国内学者

多数人公认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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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