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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源远流长。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培养各级教师，拉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序幕。
1902年，张謇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中国出现了培养近代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三级师范的教师培养体制，即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高等
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大学培养高中师资。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体制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和国民教育发展的现实，中等师范学校成
为我国师范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小学师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师范教育的社会背景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一方面，教师专业化形成强劲的世界性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教师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创新，许多国家和
地区对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小学教师培养早已突破中等师范教育的范畴，进入高等教育领
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心
城市，逐步形成了对高学历小学教师的现实社会需求，开始了对高学历小学教师培养的实践探索。
1984年，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培养大专层次的小学教师，是这一探索的起
点。
1985年，上海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培养专科程度小学师资的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上海地区培养高
学历的小学师资。
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杭州师范学院教育系开始了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探索。
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先期被教育部批准开设本科小
学教育专业，表明小学教育专业已被正式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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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小学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与教学》最大的特点是在相关学科理论背景的基础上突出实践探
索，强化操作应用，更多体现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编写原则。
《小学品德与生活（社会）课程与教学》从学科历史演进切入，对教材的编制创新、学科的教学策略
、教学设计以及教学评价等给予了较多的篇幅。
最后一章，更是通过专题的形式，请一线的教研员和教师对学科教学的一些相关问题作了专题性的阐
述，以期对新课改进程中的学科教师以及即将走上教师岗位的师范专业学生们从事学科教学和研究有
所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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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品德教育、劳动教育、社会教育和科学教育；提倡通过儿童的自主实践活动，学习健康安全地去
生活，愉快积极地去生活，有责任感地去生活，有创意地去生活，并养成良好的行为习惯，为学生适
应学校生活和未来参与社会生活打下基础。
　　品德与社会（3～6年级），根据学生社会生活范围不断扩大的实际，从学生品德形成、社会认识
的需要出发，以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为主线，将爱国主义与集体主义教育、品德教育、行
为规范和法制教育、历史和地理教育、国情教育以及环境教育等融为一体，为学生成长为富有爱心、
社会责任感和良好品德习惯的现代公民奠定基础。
　　2000年上海市首开先例，将“思想品德”、“社会”和“生活与劳动”三门课程综合成一门“品
德与社会”课程，在小学1～5年级实施，使道德和人格培养有载体、重实效，使社会知识能力习得意
义深、少重复。
　　在学校道德教育如何进行的问题上，世界上许多国家都经历过直接法与间接法之争。
直接法强调学校道德教育应该单独设立课程来进行，以体现这一教育所要求的系统性和循序渐进性；
间接法则主张道德教育通过其他各门学科的有机渗透来自然地进行，不应把它简单地列为一门独立的
课程。
两种认识交替占上风，在更多的时间内，间接论的力量似乎更胜一筹。
因此在学校道德教育课程化一非课程化交替更迭的周期中，课程化方式往往维持时间较短且生命力较
脆弱。
　　20世纪6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经历了一系列大的社会事件和社会思潮冲击后，逐渐认识到学校
道德教育失范给社会带来的危害性，认识到淡化乃至取消学校道德教育的课程化方式绝非明智之举。
于是，一些国家纷纷转移重心，道德教育课程化被重新再认识、再实践，螺旋式地被提升到一个新的
阶段。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是一个例外。
100多年问，中国德育课程的开设，几乎一直居于主流地位，但目的和内容的变化相当大。
　　自19世纪末我国创办近代学校以来，中小学的道德和社会学科课程分则为历史、地理、公民、政
治或思想品德等，合则为社会，一直未有间断。
　　1.清末学校道德和社会学科课程　　清末在维新运动的推动下，各地出现了一些新型的普通学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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