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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学科教育在整个学校教育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
过去我们总结建国以来中小学教育的经验与教训时，认为学校要以教学为中心，这是一条普遍规律。
这里说的教学，就是学科教育。
　　人们对学科教育的探索已有相当长的历程，从中国的情形来看，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师范学
堂开设的“学科教授法”课程和随后改称的“学科教学法”课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一是各科教材教法阶段，即50年代在师范院校中就中小学各门教学科目分别设置的相应的教学法课
程，名称为“教材教法”“分科教学法”或“各科教授法”；二是80年代开始的学科教学论阶段，即
在教学论理论指导下，建立各门学科的分科教学论，名称是“学科教学论”或“分科教学论”，这不
只是名称的改变，而且是理论的提升，并得到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研究生专业目录中的认可；三是90
年代以来，许多学者正在向学科教育学方向探索。
　　最近有人提出：“慎用‘学’字”，而且点名批评了《学科教育学大系》（见2001年7月26日《光
明日报》）。
的确，我也反对动不动就提出什么学。
1997年我在给《学科现代教育理论书系》写的序中说：“学科名称的更改是十分容易的事，要把它发
展成一门真正的学科并非易事。
当时（指1983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调整研究生专业目录时）有人提出改为学科教育学，我们认为时机
还不成熟，首先要把学科的教学理论研究好。
”又说：“近些年来，许多学者把学科教学论又提高到学科教育学的高度来研究，这是又一次飞跃。
”我认为，学科是在发展的，总是从不成熟走向成熟。
至于现在是不是已经很成熟，那又当别论，但把它作为一门学科，严肃认真地来研究，是无可非议的
。
这和社会上那些庸俗的把什么都称学完全不一样。
至于学科不成熟，我们应该像对待小孩学步那样帮助它，而不是责难它。
　　陶本一教授主编的这本《学科教育学》是全国“九五”教育科学规划重点研究项目和上海市研究
生教材建设项目的研究成果，也是对学科教育所做的严肃认真的新探索，是试图构建学科教育学理论
体系的很有意义的新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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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学科教育学》的主要目的是创立一个学科教育学理论体系。
绪论部分论述了建立一个学科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必要性、合理性；第一、二、三、四、五、六章分别
阐述学科教育学理论体系的六个层面：人材规格；学科课程；学科学习；学科教学；现代教育技术与
学科教育；学科教育评估。
笔者的思路是：学校教育包括两大部分，一是集中性、整体性、显性的学科教育，一是弥散性、在一
定意义上说是隐性的非学科教育，其中学科教育是迄今为止得到人们充分关注的部分（人们很少意识
到学校教育中学科教育与非学科教育的分野，较少关注弥散性的、渗透面极广的非学科教育，然而，
这并不是说非学科教育不重要）；学科教育的基本目的在于实现人材规格，因此以“人材规格”为第
一章；学科体系的实质乃是知识（指广义上的知识）体系，学科教育的过程从本质上可以归结为知识
教育的过程，而知识教育的过程包括课程、学习、教学、评估这几个基本层面，这几个基本层面是实
现学科教育目的即人材规格的手段。
其中，课程从本质上讲是知识的分化与建构过程；学习从本质上讲是知识的获得与生长的过程；教学
从本质上讲是知识的传播与培育的过程；评估作为学科教育的终点环节，是对知识教育之效果的判断
、估价并通过此而改进学科教育的过程。
同时，现代教育技术已成为学科教育的意义重大的新平台。
这样就形成了第二、三、四、五、六章的主标题；知识的分化与建构；知识的获得与生长；知识的传
播与培育；知识学与教的新平台；知识学与教的效果。
按照这样的思路，形成了学科教育的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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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绪论　　学科教育学是以学校的学科教育为研究对象的一门学科，具体地说，即以全面实现教育
目标为目的、以相关学科研究成果为理论支撑的研究学科教育目标、课程、学习、教学和评价等全过
程及其内在规律的一门学科。
学科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科分类体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它与课程论、教学论、学习论的关系是相互
交叉的，是属于同一层次的学科。
学科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教材教法、分科教学论和分科教育学三个阶段，现在正进入系统化的学科教
育学的新阶段。
本书就是对系统化的学科教育学的一种探索。
它主要具有以下几个方面的价值：能使我们系统地把握学科教育的一般规律；能解决具体层次上的分
科教育学、课程与教学论难以解决的问题；能明确学科教育中学科教育与非学科教育两大不同性质的
领域。
　　作为以下各章展开阐述学科教育学（subjecteducology）的内容体系之基础，绪论部分论述有关学
科教育学的几个主要问题。
我们首先阐述学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学科教育学在整个教育学中的逻辑位置，接着，由于本书是在
建构一种与现有有关研究很不相同的整体性学科教育学而非分科教育学，我们有必要有针对性地讨论
整体性学科教育学的合理性。
　　一、学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　　任何一门学科都有其特定的研究对象，特定的研究对象是一门学
科产生和存在的客观依据。
因为，正如下文所要详细分析的，一门学科是一个专门化的知识体系，而知识乃是人类对于客观事物
的反映，无所反映，何来知识和作为专门化、系统化的知识的学科？
为知识所反映的客观事物，即为该学科的研究对象。
同时，要理解、把握一门学科，首先必须把握其研究对象，因为正是研究对象构成了一门学科的根本
性质。
我们知道，构成事物根本性质的是该事物的特殊矛盾，而一门学科的特殊矛盾，从根本上说，乃是其
特定的研究对象。
正如毛泽东所说：“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
因此，对于某一现象的领域所特有的某一种矛盾的研究，就构成某一门科学的对象。
”　　那么，学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呢？
简单地说，学科教育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学科教育，而所谓学科教育，即是围绕学科展开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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