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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将社会课视为新课程品德与社会的一种重要的传统资源。
从社会认识教育论的角度，挖掘“社会”学科自身所蕴涵的价值及丰富的经验资源，为品德与社会课
程的建设和发展提供了新的思考维度。
　　对中日两国小学社会课作出了历史性、发展性的梳理，就小学社会课的建立与发展、基本原理、
课程目标、知识基础、教科书、教学等问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比较分析。
　　指出了社会课及影响社会课本质界定的内在和外在特征与规律，以及社会课与人文社会科学的关
系，尤其是国家、社会、公民等基本关系范畴在社会课中的逻辑体现，丰富了我国社会课课程研究的
理论，填补了比较教育在该领域研究的空白。
并对我国新一轮基顾教育课程改革中的一个重点、难点问题——综合文科课程的建设、品德与社会课
程的建构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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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郭雯霞，山西人，女，1967年生。
教育学博士。
现就职于人民教育出版社课程教材研究所综合文科室，从事品德与社会教材的研制与开发工作。
主要从事社会课教育、品德与社会课程及中日两国比较教育等方面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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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日本官与民之间所形成的制衡关系决定了“社会”具有别于“道德”的特性。
明确社会课是在为儿童提供面对社会现实，结合对社会知识的理解，体验主体判断、态度形成和参与
社实践机会，并启发儿童在一定的社会问题情境中，对人在知识参与下的实践行动的价值进行反省，
形成作为民主社会中市民所需要的社会态度。
从而，在不否认社会课所具有的伦理性的同时，确保其作为日本民主社会建设的核心课程的学科地位
。
　　我国长期以来所积淀的社会自我意识以及所肩负的品德教育使命，使我们在确立品德与社会课程
时，缺乏从“社会”以及相关的人文社会科学理论的视角，对品德社会课程进行理论建构。
事实上，社会认识是道德判断和道德行为得以科学化和合理化的重要依据。
　　社会认识不仅包括社会性知识，更包括为获取社会知识所进行的认识活动。
而社会认识的价值性和超前性，决定了认识主体的社会素养要具有判断、抉择、实践和创造能力。
故我们要重视人格发展中的社会性发展。
而这也是品德与社会课程需要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
　　社会认识的对象是人、人的活动、人的创造。
相应地社会理解的对象就是“人已是什么”——“知识型社会理解”、“人应该是什么”——“价值
型社会理解”、“人可能是什么”——“实践规范社会理解”。
　　社会课教学的知识层次和性持分为：事实叙述知识、事实说明知识、个别评价知识、概念说明知
识、一般评价知识和规范知识。
由此，构成七种社会课教学类型：事实灌输型、概念注入型、概念探究型、价值注入型、价值理解型
、概念价值注入型、概念价值探究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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