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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序　　要深入地开展“两课”　　教学法的研究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
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青年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
解决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
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作持久不懈的艰苦努力。
其中，充分重视和深入开展“两课”教学法研究，则是实现“两课”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把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
过河的任务。
同样的道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两课”教学法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对青年学生有　　效地进行科
学的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的“两课”教学改革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
但是应该看到，以往的“两课”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
。
而对“两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则显得相当滞后。
从事“两课”教学的许多教师虽也十分重视对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有分量的教学法研
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的许多“两课”教师虽也在兢兢业业地进行“两课”教学，但是他们中的相
当一个多数却缺乏“两课”教学法的严格培训；为了增强“两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多年来我
们一直在强调“两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但是，至今我们也未能将“两课”教师对教学
法的了解和掌握视为“两课”教师应有素质的必要内容和要求。
“两课”教学法研究和改革的滞后局面，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在课程设置已经确立和课程内容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高校的“两课”教改似应将相当的注意力
用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改进上。
当前，高校的“两课”教学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困难局面。
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在新　　形势下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形式、新方
法、新途径和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令人欣慰的是，正当我在认真地思考高校“两课”教改如何深入发展、并以很大精力关注教学法
改革之时，有幸读到了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石云霞教授主编的
《“两课”教学法研究》一书，从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和鼓舞。
《“两课”教学　　法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好书，是高校“两课”教改探索
的重要成果。
具体说来，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其一，是它的创新性。
同以往通行的文件、教材和流行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在许多地方都显现了颇有见地的思想观念和
研究视角。
比如，作者在论述“两课”教师们所应具备的素质问题时，就鲜明地把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列为“
两课”教师素质的必要要求，并把这一　　思想观念贯串到全书的各章之中。
又如，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同以往古今中外各国德育教育方法的关系问题时，
不是停留在对二者批判继承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抽象议论上，而是用相当精力和篇幅去具体地分析和总
结中外传统德育教学法的主要特点和历史成就。
从而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文明遗产提供了广阔视野。
再如，在对“两课”教学规律的概括与阐述上，把“两课”教学内容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
“两课”教学方式以正面教育为主与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上升到基本规律的高度并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论证，很具有启发性。
还如，作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研究思路，以及对体系框架的构建，都具有独到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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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青年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
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
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作持久不懈的艰苦努力。
其中，充分重视和深入开展“两课”教学法研究，则是实现“两课”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把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
过河的任务。
同样的道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两课”教学法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对青年学生有效地进行科学的
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的“两课”教学改革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
绩。
但是应该看到，以往的“两课”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
。
而对“两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则显得相当滞后。
从事“两课”教学的许多教师虽也十分重视对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有分量的教学法研
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的许多“两课”教师虽也在兢兢业业地进行“两课”教学，但是他们中的相
当一个多数却缺乏“两课”教学法的严格培训；为了增强“两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多年来我
们一直在强调“两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但是，至今我们也未能将“两课”教师对教学
法的了解和掌握视为“两课”教师应有素质的必要内容和要求。
“两课”教学法研究和改革的滞后局面，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在课程设置已经确立和课程内容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高校的“两课”教改似应将相当的注意力
用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改进上。
当前，高校的“两课”教学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困难局面。
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
新途径和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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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 第一章 “两课”教学与教学法第一节 “两课”教学与教学法研究一、“两课”教学的性质、地位
和作用二、“两课”教学法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三、“两课”教育教学对教师素质的特殊要求和学
情研究第二节 “两课”课程体系和课程建设一、“两课”课程和课程体系二、“两课”课程体系的历
史沿革三、“两课”课程建设第三节 “两课”教学法的内在结构和本质特征一、“两课”教学法的内
在结构二、“两课”教学法的本质特征三、“两课”教学法的分类原则及其体系四、“两课”教学法
的历史发展与改革第二章 中外教学法的历史发展及其对“两课”的借鉴意义第一节 中西传统教学法
及其运用和发展一、中国传统教学法二、西方传统教学法三、西方现代教学法第二节 前苏联教育教学
方法一、前苏联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二、以凯洛夫为代表的教育教学方法三、凯洛夫以后苏
联教学法的发展第三节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一、建党初期党在自己创办
的或与其他党派合办的学校中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方法二、土地革命根据地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教育教学方法三、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教学方法第四节 一般教学法对
“两课”教学法改革的方法论意义一、一般教学法研究为“两课”教学法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可
资借鉴的方法二、一般教学法研究使“两课”三、一般教学法研究为“两课”四、一般教学法研究对
“两课”指导意义教学法研究处于同一发展水平教学法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范式教学法的改革与发展
具有方法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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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孔子以后儒家学派教学方法一分为多种流派，其中，以孟子为代表的一派主张“人性本善”，  
“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④。
因此，教育的方法不是向外求得，而是“反省内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⑤。
形成内发的教学方式，也就是通过反诸求己的教育方式，来调动人内心的“善端”，而不断发展人心
之“善端”，养“浩然之气”，形成良好的品质，这就是所谓“内发说”。
而以苟子为代表的一派则主张“人性本恶”，“人之性恶，其善者伪”。
既然仁义礼智不存在于人的内心，就应通过学习“求有之”，通过学习仁义之道以“解蔽”，通过学
习，积少成多，积善成德，“化性起伪”⑥，从而达到教育的目的。
这就是所谓“外铄说”。
“内发说”和“外铄说”丰富了孔子的教育思想，是儒家学派教学方法的重要发展。
    汉代以后，特别是汉武帝以后，儒学逐渐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教
政策的实施，使儒家思想成为国家统治思想，儒家经典成为国家规定的教科书，儒家道德观成为德育
的依据，而科举取士的政策，更是把儒家价值观推向了极端。
由于儒家典籍被确定为经典，那么熟悉儒家经典的教师享有崇高地位，汉武帝时开设《五经》博士，
到西汉末，《五经》博士增加到14家。
跟随经师学经成为时尚，特别是那些著名经学大师，更是学生云集，如董仲舒，由于教授弟子太多，
于是采用“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⑦的办法进行教学。
《汉书‘董仲舒传》称他：“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授业，或莫见其面”，“进退客止，非礼不
行，学士皆师尊之。
”①在教学过程中，他主要采取“讲诵”方式，引导学生微呈大义，体会儒家经典的内涵。
香港中文大学严元章博士对董仲舒的这种教学方法持批评态度，认为董仲舒是名“儒”实“阴阳”，
“说到他的教法‘讲诵’，不外是讲书读书，比孔子的答问讨论，显然又是大大倒退了。
那实质上是现在流行的‘注入式’、‘满堂灌’的先例；而由于多了个‘下帷’，实际上的效果可能
还要坏”②。
这一批评不无道理。
    宋代以后的教学方法，以学生的学习方式的不同而分为既相互对立而又互相融合的两大流派，以程
朱为代表的理学主张教学过程本质上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通过教学活动相互感应，使教育者自我觉悟
的过程。
朱熹认为，“圣贤千言万语，只是使人反其固有而复其性耳”③。
因此把落脚点放在受教育者自我觉悟的基础上，教师只是起辅助作用，起决定作用的不是“教”，而
是“学”，学生积极主动地自求、自得、自我修养是教育的关键。
有学者把朱熹的教学方式归纳为“修导式”的教学方式④。
当然，这种“修导式”教学方式与现代教学过程中注重知行统一的教学方式具有明显不同，尽管儒家
传统强调学习知识与修身的统一，但在朱熹和宋儒的教学方式中，主要倡导的是对经典的学习，以明
“理”为主，在教学过程中固然有调动学生参与积极性的因素，但学生依然对教师有一定的依赖性，
教师仍然居于绝对主体地位，因而以“学导式”或“导学式”来概括更为适宜。
    以陆王为代表的心学把学习过程看成是扩充良知的过程，陆九渊认为：“良知之端，形于爱敬，扩
而充之，圣哲之所以为圣哲也。
”⑧因而注重教法的灵活性、针对性，注重当下启悟。
而王守仁把这种教育方法归结为“知行合一”，在他那里，“知”即“良知”，“行”即“致良知”
。
“学必以存其心”，“博学也，审问也，慎思也，明辨也，笃行也，皆仅守其心之功也”⑥。
其中“守其心”、“存其心”，就是致良知，人必须“致良知”于“事物”或行为，才符合“知行合
一”的要求，使良知化为行为。
总之，宋代以后的教育方法，沿着先秦时期开辟的教育方法的两个方向进行了发展，使宋代以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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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更加细致、深入。
    伴随教育理论家对教学方法研究的逐渐深人，我国传统以师傅带徒弟为主的教学方式和书院式的学
习方式遂渐在社会普及，到明清以后，以家塾教育为代表的我国传统教学方法已经渗透到各个穷乡僻
壤，形成我国特有的教育景观。
我国古代家塾教学方法主要是在以下情境下展开的。
(1)在同一家塾中，每个生徒修业时间(始业、结业、月限、年限)不甚确定，不同生徒修业时间可同可
异；(2)在同一时间内，不同生徒的课业不尽一致；《3》各个生徒的学习进度不同；(4)先生对各个生
徒分别进行个别指导。
这种家垫教育组织具有以下特点：(1)整个“教”与“学”的避程中，先生同各个生徒分别建立直接联
系，进行个别指导；(2)先生分别对不同生徒进行个别指导，重复劳动过多，没有时间和精力对学河内
容与进度不同的生徒进行集体指导，整个“教”与“学”活动以“学”为主；(3)由于各个生徒修业时
间、修业内容与进度互不相同，不可能建立，具有普遍适用性的“教”与“学”的制度①。
我国古代家塾教育与现代班级教学有着显著区别。
尽管我国古代有一些家垫，在教育过程中尝试根据学生不同年龄和学习进度特点采取不同的教育方法
和进度、但并没有形成以班级和集体授课为核心的教学方法。
    从我国传统教学方法的历史演变来看，我国传统教学方法是一种以学生个体修养为主的教学方法模
式，它以学生的学习进程为主要课程内容，讲究个人在日常行为中逐渐体会到经典著作所揭示的深刻
的人生内涵，这种以通过学习体悟为基础的学习方式在教学方法上具有独特的生存价值。
    (二)中国传统教学法的特点    与我国目前学校采取的教学方式及教学方法不同，我国古代教学法具有
以下一些鲜明的特点：    1．从对教学的认识来看。
在我国古代，教与学是一个同源性的概念，在商代甲骨文中，  “教”、“学”两个字已出现。
从汉字“教”、“学”的起源上看，汉字“教”和“学”的字根都有“学”的字根，而几乎在每一种
写法的“教”字里，都是首先包含了一个写法与意义最简单的“学”字。
根据汉字的造字特点，如果一个字是在另一个字的基础上派生而来，在这个字的基础上又增添了新的
内容，那么，这两个字就具有同源性，并且新添的字就表明在原来的字的基础上增加了新的内涵。
由此可知，汉字“教”来源于“学”字，或者说“教”的概念是在“学”的概念的规定性中又加上了
一层规定性。
“教学”两字连用，最早见于《尚书·兑命》：“效学半”，唐代孔颖达的解释为：“上学为教，
音xiao；下学者，学习也。
”实质为同一学习过程的两个方面。
宋代蔡沈说得更明确：“教也⋯⋯始之自学，学也，终之教人，亦学也。
”①也就是教学都是一种活动，教与学是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国古代教育论著《学记》，明明是阐
明“教”的理论，但仍以“学”记命名。
“教”的方法与“学”的方法实质上是一致的。
    2．从教学的组织形式来看。
由于中国古代社会是一个以农立国，以家为本的社会，是以个体生产为主的自然经济，教学过程具有
自发性、个别化、以学生为主和非制度化等特点。
所谓自发性是指教学活动是根据教师个人特点自发地开展教学活动，教师的“教”的过程具有个体性
。
所谓个别化是指教学活动是针对一个个学生个体开展的，而不是针对学生群体的一种教学活动。
所谓以学生为丰是指教学过程的重点在于学生的“学”，是以学生学习为基础的，教师的“教”只是
起一个辅助作用。
而所谓非制度化是指教学组织没有形成制度，!学生就地而学，学校分散，并且没有成系列的教育组织
作为阶梯，使学生沿着固定的教育组织进行攀升。
因而我国古代教育虽有“小学”、“大学”之分，但没有明确的组织制度保证。
这利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教学组织形式的教学方法，虽然具有因材施教的优点，但它是一种个体手工
业式的教育方式，与现代教学法有着本质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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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从教学过程来看。
由于我国古代“教”和“学”是一致的，并且“教”的方法主要源于“学”的方法，因此，我国古代
教学法研究的重点放在“学”的方面，也就是学生学习和修养的方法，这种学习和修养方法的基础是
诵记。
教师“教”的方法的程序为：“比年入学，中年考校。
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习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谓之小成。
九年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谓之大成。
夫然后足以化民易俗，近者说服而远者怀之，此大学之道也。
”②学生“学”的程序为：“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
”“六年，教之数与方名。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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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序要深入地开展“两课”                                教学法的研究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在改革开放
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对高校青年学生如何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这是一个亟待研究和
解决的重大的时代性课题。
解决思想理论教育的有效性问题，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从多方面作持久不懈的艰苦努力。
其中，充分重视和深入开展“两课”教学法研究，则是实现“两课”教学有效性的关键。
方法问题十分重要，毛泽东曾经把方法比做过河的桥或船，认为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就不可能完成
过河的任务。
同样的道理，不认真研究和解决“两课”教学法问题，也就不可能完成对青年学生有效地进行科学的
世界观和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教育的历史任务。
    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全国高校的“两课”教学改革始终在持续不断地进行，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
。
但是应该看到，以往的“两课”教学改革较多地集中在教学内容和课程设置的改革上(这当然是对的)
。
而对“两课”教学法的研究和改革则显得相当滞后。
从事“两课”教学的许多教师虽也十分重视对教学经验和方法的研究和总结，但是有分量的教学法研
究成果却凤毛麟角；我们的许多“两课”教师虽也在兢兢业业地进行“两课”教学，但是他们中的相
当一个多数却缺乏“两课”教学法的严格培训；为了增强“两课”教学的有效性和说服力，多年来我
们一直在强调“两课”教师、特别是青年教师的素质，但是，至今我们也未能将“两课”教师对教学
法的了解和掌握视为“两课”教师应有素质的必要内容和要求。
“两课”教学法研究和改革的滞后局面，现在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在课程设置已经确立和课程内容已处于相对稳定的情况下，高校的“两课”教改似应将相当的注意力
用在教学方法的改革和改进上。
当前，高校的“两课”教学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困难局面。
适应这一形势发展的需要，探索在新形势下有效地进行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新形式、新方法、
新途径和新思路，就显得格外重要而紧迫。
    令人欣慰的是，正当我在认真地思考高校“两课”教改如何深入发展、并以很大精力关注教学法改
革之时，有幸读到了由武汉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博士生导师石云霞教授主编的《
“两课”教学法研究》一书，从中受到很大的教益和鼓舞。
《“两课”教学法研究》是一部具有重要创新意义和实用价值的好书，是高校“两课”教改探索的重
要成果。
具体说来，我认为该书具有以下几个明显的特点和优点：    其一，是它的创新性。
同以往通行的文件、教材和流行的同类著作相比较，本书在许多地方都显现了颇有见地的思想观念和
研究视角。
比如，作者在论述“两课”教师们所应具备的素质问题时，就鲜明地把对教学法的了解和掌握列为“
两课”教师素质的必要要求，并把这一思想观念贯串到全书的各章之中。
又如，作者在论述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教育的方法同以往古今中外各国德育教育方法的关系问题时，
不是停留在对二者批判继承关系的一般原则的抽象议论上，而是用相当精力和篇幅去具体地分析和总
结中外传统德育教学法的主要特点和历史成就。
从而为我们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文明遗产提供了广阔视野。
再如，在对“两课”教学规律的概括与阐述上，把“两课”教学内容由理论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换、
“两课”教学方式以正面教育为主与社会思潮批判相结合，上升到基本规律的高度并进行了较为深入
的论证，很具有启发性。
还如，作者所提出和遵循的研究思路，以及对体系框架的构建，都具有独到之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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