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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与教学理论 7.1.1．教学的概念 《学记》："学然后知不足

，教然后知困，知不足然后能自反，知困然后能自强也。故

曰：教学相长。"教学即学习，是指两种不同途径的学习：自

学和通过教人而学。 陶行知："先生的责任不在教，而在教学

，教学生学。"教学即"教学生学"。 定义：教学即教师引起、

维持、促进学生学习的所有行为方式。教学是教师行为，而

不是学生行为；教师行为包括主要行为（如呈示、对话、辅

导等）和辅助行为（如激发动机、教师期望、课堂交流和课

堂管理等）两大类别。 7.1.2．教学理论及其历史演变 教学理

论的定义 教学理论是关于教学情景中教师行为（如引起、维

持和促进学生学习）的规定或解释。它关注的是一般的、规

律性的知识，旨在指导教学的实践。 教学理论的形成 《学记

》是世界上最早系统地论述教学理论的专著。"学记"的现代

释义是"教学理论" 夸美纽斯《大教学论》是最早的一部教育

学，相当于现在的教育概论或教育通论。 赫尔巴特《普通教

育学》第一次提出教育性教学这一概念，还提出了著名的四

个教学阶段，即清楚、联想、系统和方法的理论。席勒等人

将四阶段改造为五阶段，即准备、提示、联想、概括与运用

。 7.2．哲学取向的教学理论 该理论的起源： 起源于苏格拉

底和柏拉图的"知识即道德"的传统。 范例教学的定义： 德国

瓦根舍因的范例教学是借助精选教材中的示范性材料使学生

从个别到一般，掌握带规律性知识，并发展其能力的一种教



学模式。 范例教学的四个阶段： 范例地阐明"个"的阶段；范

例地阐明"类"的阶段；范例地掌握规律的阶段；范例地获得

关于世界关系的切身经验的阶段 讲授法的定义： 讲授法是教

师通过口头语言向学生系统地传授知识的教学方法，包括讲

述、讲解、讲演三种基本方式。 讲授法的历史地位： 它是教

学史上最古老的和教学实践中最基本的教学方法，假如没有

它，教学就不成其为教学。 讲授法的特点： 利于教师充分发

挥主导作用 教师可以由易到难、由浅入深地传递信息，利于

学生接受易于教师控制所传递的内容，单位时间的效率较高

在短时间内传递大量具有系统性的信息，既经济又系统地传

授人类文化遗产 一位教师可以同时教许多学生，相对其他方

法而言，最没有学生数量上的限制 教师完全可以自主地控制

教学时间，因此耗费课时最少 教师在讲授过程中也锻炼了自

己的多种教学能力 讲授法的局限性： 教师要有较强的语言表

达能力和组织听讲的能力 不易发挥学生的主动性、独立性、

创造性 学生要有较高的自觉性和听讲能力 局限于教材系统性

强的学科，局限于中学或较高年级的课堂 图例讲解法： 苏联

教学论专家斯卡特金认为，传递信息的途径有：口述、印刷

物（教科书、补充材料）直观手段（图片、图表、影片、幻

灯片、实物）、实际演示等，学生通过听、看、感受、实物

操作、阅读、观察等活动将新旧信息进行对比，接受新信息

。 定义：图例讲解法是指教师运用语言、文字、声像、实物

及实际演示等各种手段传递信息，学生通过各种感受器及操

作活动接受信息的教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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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