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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5_AD_A6_E5_8F_B2_E5_c38_59156.htm 教学原则是人们在一

定的教育或心理学理论指导下，在长期实践的过程中，不断

探索出的成功经验或失败教训。教学原则又是不断发展的、

完善的。由于人们在不同的社会背景中，对教学规律的认识

差异，以及人们制定的不同的教育目的，不同的教学理论常

常确定不同的教学原则。如：布鲁纳在发现学习理论指导下

，强调指出教学要与学生的求知欲相联系；要为学生的最佳

理解提供一种知识结构；在学校环境中激发学生的思想等等

原则。前苏联的赞可夫则依据其“教学与发展”的实验理论

，强调以高难度进行教学、以高速度进行教学、理论知识起

主导、使学生理解学习过程及使全班每一个学生都得到发展

等五个教学原则。但是，不论哪种理论，都有以下共同特征

，即：教学原则是根据一定的教学理论与教学目的任务，并

遵循教学规律而制定的对教学的基本要求。比如说：最不愿

意干涉学生学习的人本主义教学理论，强调应当让学生自求

自得，任意思考，那么他们也就强调教学中应遵循非指导性

原则。 面对多种多样的教学理论与原则，我们选择最能体现

我国素质教育目标以及史地教学特点的几个原则（即：整体

性原则、因材施教原则、启发性原则与最优化原则），来规

范我们所倡导的史地教学行为，也为史地教学的发展提供指

导性意见。 一、整体性原则 一般有关学科教学的理论书籍都

将整体性原则放在第一位，因为整体性原则最能体现教学目

的的内在要求，然而，每一本书籍对整体性原则的具体阐述



却存在很大差异。我们强调的整体性原则包含两方面含义：

第一，是指教学所承担的任务是具有整体性的。教学是实现

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径，教学不仅要让学生掌握知识，而且要

发展学生的智能，丰富学生的情感，培养学生高尚的品德，

使他们成为全面发展的人才，这些任务是完整的、全面的；

第二，是指教学活动本身具有整体性。教学是由一系列教学

要素（如：教学目标、计划、过程、评价等等）构成的完整

系统，它要求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必须协调好诸要素之间的关

系，使各种教学要素有机地配合起来，在共同达成教学目标

的过程中产生良好的整体作用[1]。从这两层含义看，史地教

学的整体性原则应当体现以下几方面要求： （一）科学性、

人文性与思想性的统一。 一般来说，史地教师对科学性还是

相当重视的，不论是平时集体备课，还是开设公开课，教师

们首先强调的就是科学性原则，即要求教学过程中教师传授

的知识必须是正确的、科学的。然而，科学性是不是仅仅在

于知识的正确性呢？其实不然，无论是地理还是历史教学，

知识的正确当然是教学的前提，但是，我们讲科学性还必须

强调史地教学要注重科学精神。知识是在不断发展、不断扩

大的，其实过去看来科学性（正确性）很强的知识，现在看

起来并不那么正确，如：天文学中，70-80年代我国科学界曾

否认宇宙大爆炸的假说，现在看起来这一假说还是有许多证

据的。又如：中学历史教师一直将“约170余万年前的元谋人

，作为当今我国发现的最早的猿人”这一历史结论教授给学

生，可是，90年代以来的考古发掘已经证明有更早的猿人化

石将改变这一结论。因此，知识的正确性不是教学科学性的

唯一内容，史地教学更重要的是将人类探索自身历史、探索



地球、宇宙的那种勇气与精神告诉学生，这样才能使他们不

至于记忆大量史地知识，却不会如何使用这些知识，而面对

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束手无策。那么，何为科学精神呢？ 科

学精神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的内容：（1）客观求实的精神

。坚持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如实反映，不附加主观成份；（2

）尊重科学实验的结果，敢于坚持真理，不畏艰险、不畏权

威；（3）创新精神。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的创新，只有敢于

及善于打破常规，才能取得科学成就；（4）严密的求真、求

精精神。科学的创新不仅需要大胆的假设，更需要认真严谨

的研究态度，精益求精才能最大可能地反映客观规律。史地

教学应当以这四个方面作为教师教学与学生求学的宗旨，才

能培养学生具备真正的科学精神。 20世纪的历史上，科学的

突飞猛进、硕果累累，同时，人类也目睹了科学的发展导致

战争规模越来越大，其结果越来越惨烈。为了追求物质利益

，生态环境日渐被破坏，社会问题突出，道德滑坡，人类的

进步并没有减少人们对未来的担忧，因此，世界各国的有识

之士都认识到科学的负效应，纷纷呼吁教育在培养青少年科

学技术的同时，应当更多地增强他们的社会责任感、同情心

与合作精神。1996年“国际21世纪教育委员会”在向联合国

教科文组织提交的报告中指出：21世纪的公民应当“学会共

同生活“，应当不断增进对他人的理解，包括对不同民族、

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们及其历史、传统与价值观

的理解，从而使人类能够共同幸福地生活在这个星球上。各

国政府也纷纷制定面向21世纪的教育发展计划，希望通过教

育目标的重新定位，教育观念的更新，培养人格健全的新一

代公民来发展自己的国家，并拯救地球的命运。由此可见，



以人为本，注重人的和谐、人与自然的和谐已经成为世界教

育改革潮流的核心内容。我们所强调的人文性正是这个含义

，即：在史地教学中应当重视人在历史中、人在地理环境中

的地位、作用，强调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提倡理

解不同民族、国家、文化背景中的人们。同时，以人为本的

原则也体现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重视师生间、学生间的交流、

理解，反对强行灌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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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