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６卷　第３期 教师教育学报 ２０１９年５月
Ｖｏｌ．６　Ｎｏ．３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ｅａｃｈｅ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Ｍａｙ．，２０１９

ＤＯＩ：１０．１３７１８／ｊ．ｃｎｋｉ．ｊｓｊｙ．２０１９．０３．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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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比较教学论研究经过近３０年的发展，在比较教学论学科 地 位 确 立、研 究 主 体 扩 充 和 研 究 阵 地

拓展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话语体系不统一，缺乏明确的研究目的、

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研究主体学术背景单一，研究客体界定模糊，缺乏与相关研究领域的有机融合；研究 成

果分散，缺乏统一的学术研究体系等。基 于 上 述 问 题，文 章 认 为：比 较 教 学 论 研 究 在 未 来 应 强 化 话 语 体 系 建

设，寻求比较教学论研究的一般理论逻辑；突破单一研究主体现状，促进教学论学者与比较教育学者之间的协

调与融合；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改变比较教学论研究的模糊地位；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重视高校比较教学 论

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科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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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教学论在学科性质上涉及比较教育 学 和教 学论 两 个方 面。英国 比 较 教 育 学 家 霍 尔 斯 在

《比较教育：当代的问题与趋势》中认为，比较研究可以分为两类：一为“比较教学论”（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ｐｅｄａｇｏｇｙ），指对于不同国家的班级教学与教育的研究，发生于１９６０年之后，对美国科学教育发展

的研究与借鉴便属于此类；二是对于教育与文化关系的分析，“指藉不同层次来探究教育，以及有系

统的研究历史的、社会的、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以及哲学的各类影响势力，而这些影响势力有一

部分受到教育制度特征的影响，并且另一部分则对教 育 制 度具 有决 定 性的 影响力”［１］４。基于霍尔

斯对比较研究的分类，比较教学论主要是指在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对课程与教学的相关理论与实践

的研究。我国比较教学论研究始于１９９０年罗正华发表的《要进行教学论的比较研究———兼谈设置

比较教学论学科的必要性》一文，其从时代要求、科学教学论本身的形成和发展以及比较教育学的

广泛性等三个方面论证了设置比较教学论的必要性［２］。国内外学者几乎同时于１９９０年开始了对

比较教学论的界定与分析，由此也开启了对于比较教学论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的正式研究。本文主

要从比较教学论研究的成就、现存问题及研究趋势等三个方面来分析和探讨比较教学论研究的进

展与趋势。

一、比较教学理论研究的成就

（一）确立了比较教学论作为比较教育学分支领域的学科地位

比较教学论从学科归属上属于比较教育学与教学论两个学科融合视域下的后发研究。在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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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研究中的比较教学论研究，更多是在比较教育研究变革时期发生的“领域拓展”研究，而教学

论研究中的比较教学论研究，则是在方法论视角下，比较研究方法运用于教学论研究的“方法拓展”

研究。就学科性质而言，基于“领域拓展”的比较教学论研究与基于“方法拓展”的比较教学论研究

必然存在研究的异质性。我国的比较教学论研究自１９９０年开启以来，更多是基于“领域拓展”的研

究，大部分的比较教学论研究者认为比较教学论是比较教育学发展的一个分支领域。如：罗正华基

于教学论是比较教育研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事实指出，比较教育应该从宏观研究转向微

观研究，所以有必要在比较教育研究中对“比较教学论”进行研究，从而论证了其所主张的比较教学

论学科设置的必要性［２］；吴文侃认为比较教学论是比较教育学的一门分 支 学 科，它 正 处 于 孕 育 之

中［３］；陈时见基于教学改革及教育国际化的背景，也提出比较教学论就是比较教育在经历专门化发

展过程中的一门新的分支学科，在教育国际化的当今社会，它无论是对教学的改革还是对教学理论

的繁荣都将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４］；钟启泉等认为，以“比较课程与教学论”为切入点，并对其进行

深度拓展，为比较教育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５］；丁邦平基于比较教育研究“边界过于模糊”的现状和

困境，力图重新确立其真实身份，认为比较教学论的研究是新时期国际比较教育学界兴起的一个新

兴重点研究领域［６］；杨明全认为在我国比较教育学分支学科已经获得发展的背景下，建设一门比较

课程与教学论分支学科有着积极的现实意义［７］。

已有研究对比较教学论作为比较教育研究的“领域拓展”达成了共识，均主张将其作为比较教

育研究的分支领域。究其原因，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比较教育学开启了其学科变革时期，在此背景下，

比较教育研究需要通过拓展研究领域来对比较教育的发展方向进行变革，比较教育研究从宏观转

向微观，需要越来越广泛的研究议题，以此彰显比较教育的前瞻性与时代性［１］４。由此，比较教学论

作为比较教育学的分支学科，充分证明了比较教育研究从宏观转至微观的路径变革。

（二）比较教学论研究主体和阵地得以扩充和拓展

比较教学论自其被确定为比较教育学的分支领域之后，其学科地位得以确立，研究主体和阵地

不断扩充和拓展。首先，就研究主体而言，在比较教育和教学论研究领域都形成了一定规模的研究

主体，研究主体基于个人的研究立场，对比较教学论进行了不同视角的研究。比较教育研究者是基

于比较教育研究的现实困境而进行的“补救性”领域拓展研究，虽然也涉及比较法的运用，但教学论

主要不是从比较的角度去研究的，因而不必有明确的比较意识，虽也可采用比较法，但并不是对其

起主导作用的方法［３］。比较教学论的研究主体可以从研究者的职业归属和学科归属两方面进行定

位。在职业归属上，发现他们大都供职于高等师范院校，主要身份是高校教师；在学科归属上，大部

分属于比较教育研究领域。其次，比较教学论的研究阵地不断拓展。一方面，在比较教学论研究的

宏观层面，吴文侃认为，在比较教学论学科建设中，其学科研究的目的、对象、任务及研究的方法论

基础，这些理论问题能否得到正确解决，关系到这门学科建设的方向和质量［３］；陈时见认为，比较教

学论研究的方法论基础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是结合比较教学论研究的内容和特点，

其在方法论方面应注意几个基本原则：全面比较原则、客观比较原则和动态比较原则，并强调比较

教学论研究的全过程应以比较作为最基本的研究方法贯穿始终［４］。另一方面，在不同国家和地区

教学理论的比较研究方面，通过对目前我国四个版本的《比较教学论》的研究发现：罗正华所著的

《比较教学论》涉及了教学目的、教学过程理论、教学原则、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检查、教学

评价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比较研究；陈时见主编的《比较教学论》涉及了教学理论、教学组织形式、

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实验和教学管理等方面的比较；吴文侃主编的《比较教学论》虽

然在编制框架上区别于罗正华和陈时见的《比较教学论》，但还是涉及了中外教学论的比较研究；兰

英主编的《比较教学论》在教材编制上，对各国教学理论的发展进行了归纳，主要是对美国、英国、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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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的教学论从历史脉络与现实实践两个维度进行了梳理与引证。

综观对于我国比较教学论研究主体和研究阵地的分析，可以发现在比较教学论研究中，鉴于比

较教育和课程与教学论研究两者学科发展的阶段性差异，研究主体对于其学科变革特征而进行的

“顺时”反应，呈现出如“外国教学理论”“教学改革实验”“教学理论基本问题”“教学模式”“素质教育

与教学”“教学艺术”等研究主题［８］。比较教学论的研究主体和阵地的扩充与拓展是符合比较教育

与教学论学科发展及学术发展趋势的，同时也促进了其研究的规范化与科学化。

（三）比较教学论研究成果与领域不断丰富

比较教学论研究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系统性研究之后，研究成果与研究领域也不断丰富和

拓展。首先，从研究成果的发表形式上看，涵盖了专著、期刊论文、学位论文等多种形式。３０年的

比较教学论研究历程，共产生专著４部、学术论文１１篇、评介性文章３篇。其次，就研究领域而言，

包括比较教学论的研究目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研究范围、研究的方法论特

征、研究立场、研究主题等。罗正华基于比较教育研究从宏观转至微观的事实，论证了在比较教育

中进行“比较教学论”研究的必要性，并认为比较教学论应该从教学目的、教学过程理论、教学原则、

教学方法、教学组织形式、教学检查、教学评价和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吴文侃在其关于比

较教学论的研究专著中，对古今中外的教学论进行了比较研究，确立了比较教学论的研究范围、研

究对象以及研究的方法论体系；陈时见从比较教学论的研究主题维度，主张从教学理论、教学组织

形式、教学方法、教学模式、教学评价、教学实验和教学管理等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兰英的比较教学

论研究基于对各国教学理论的归纳总结，对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和苏联等国的教学论从历

史脉络与现实实践两个维度进行了梳理与引证；钟启泉等从比较教学论的方法论层面，对比较教学

论进行了研究设计；丁邦平则基于比较教学论的学术领域拓展，对比较教学论的研究立场进行了分

析与论述；杨明全 的 比 较 教 学 论 研 究 主 要 是 基 于 对 学 科 建 设 的 展 望，促 进 比 较 教 学 论 的 学 科 化

进程。

比较教学论研究尽管在时间上晚于比较教育研究和教学论研究，但是因其本身在这两个研究

领域中的重要地位，所以比较教学论的研究成果和研究领域得以不断丰富和拓展。

二、比较教学论研究存在的问题

（一）话语体系不统一，缺乏明确的研究目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

如前文所述，比较教学论研究是孕育于比较教育研究母体之中的新兴研究，与比较教育研究有

着天然的不可分割性，因而从比较教学论研究的学科性质上来说，大多数研究只是基于比较教学论

是比较教育研究的一个分支而展开的研究。吴文侃认为，比较教学论研究与教学论研究的区别在

于：（１）比较教学论以比较法为研究的主要方法，而教学论研究则以实验法、总结经验法为主 要 方

法；（２）比较教学论研究一般以各国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为研究对象，本国的教学理论与实践也属研

究范围，但只是对象之一。然而众所周知，教学论研究本身就是教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其有

着属于自己研究领域的规范和方法论体系，而目前只是简单地把比较教学论研究作为比较教育研

究的一个“领域拓展”，作为化解比较教育研究现实困境的一个内容补充，这无疑容易导致在比较教

学论研究中，对于教学论的研究流于形式，缺乏系统的教学论比较研究。由此可见，比较教学论研

究对该学科体系缺乏统一的认识，未能形成相对统一的话语体系，各类研究选题间的逻辑性和关联

性不够，且缺乏一致认可的研究规范。

（二）研究主体学术背景单一，研究客体界定模糊，缺乏比较教育领域与教学论领域的有机融合

比较教学论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跨领域的理论素养，这使得具有跨领域学术背景的研究者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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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比较教学论研究的中坚力量。从研究者的学科归属上也可以看出，更多是比较教育研究的相关

学者在进行比较教学论研究。但是从目前比较教育研究的现状来看，比较教学论研究由于是比较

教育研究领域的“新生事物”，处于美国学者贝雷迪提到的比较教育研究工作“描述－解释－并列－
比较”四步骤中的“描述”阶段，完成的主要是比较教育研究初级阶段的任务，介绍者多，分析者少，

真正进行“并列”和“比较”的研究较少。因此，在比较教育研究者进行的比较教学论研究中，更多的

是关注比较方法及相关理论的引介，对于教学论及其组成因素之间的“并列”和分析较少，这使得比

较教学论研究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教学论“比较”研究。

分析１９９０年以来我国比较教学论的研究成果，发现期刊论文主要关注的是比较教学论的宏观

层面及具有操作性的顶层设计；在专著方面，兰英的《比较教学论》一书是从国别角度对教学论进行

国别比较研究，其余的比较教学论研究专著则都是基于教学论的各要素而进行的比较研究。这一

方面显示了比较教学论研究对象和范围的一致性，另一方面也暴露出比较教学论研究对象和范围

的单一性。首先，在比较教学论研究中，进行教学论的国别比较很容易出现对各个国家的教学论及

教学实践进行简单呈现的现象，往往只是对比较方法的简单运用，而缺乏比较研究中应有的深层次

分析与解释。其次，在对教学论的各要素进行比较研究时，依据各教学论要素划分的比较维度容易

出现机械分割教学论各要素之间联系的误区。教学论的比较研究可以进行要素之间的比较分析，

但是因为研究者维度划分不同而使得各教学论之间的可比性不充分。由此可见，由于比较教学论

研究对象和范围划分的复杂性，使得我国比较教学论研究自开始以来便面临重重困难。

（三）研究成果分散，缺乏统一的学术研究体系

本文以１９９０年以来的比较教学 论 研 究 为 线 索，梳 理 了１９９０年 以 来 比 较 教 学 论 研 究 的 成 果。

从时间维度上，可以发现其主要集中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研究成果并不多见，这

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我国比较教学论理论研究成果较为分散，还缺乏统一的学术研究体系。究其原

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教学论理论和实践的转向。我国学者对于国外教学论理论和实践的引介集中

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的“外国教学理论”“教学改革实验”“教学理论基本问题”和２０世 纪９０年 代 的

“教学模式”“素质教育与教学”“教学艺术”等方面，２００１年，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全面启动，推动

了我国教学论理论研究主题的变化与发展，教学研究者开始围绕新课程改革出现的一系列全新的

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专门研究［８］。另一方面源 于 我国 教育 学 领 域 本 土 化 意 识 的 觉 醒。张 天 明 认

为，我国实行改革开放以后，国外的各种教育理论纷至沓来，国内学术研究环境得到改善，研究者的

教学论理论研究本土化意识开始觉醒。但是由于大多数学者刚刚从单一的苏联模式中走出来，兴

奋的眼中满是五彩缤纷的西方教育教学理论，因此他们所做的主要是去翻译、介绍这些理论，而对

这些理论的引入所带来的本土化问题却反思不多［９］。进入２１世纪以后，特别是２００５年以来，学界

对教学论理论本土化的概念和价值进行了更为深入的探讨：从课程与教学关系、文化背景、思想心

理等层面剖析了教学论理论本土化问题产生的原因；从释放本土教学思想生命力、展开对话、加强

理论研究等维度，探讨了如何解决本土化问题；研究还对教学论本土化的历史进行了一些梳理［９］。

２１世纪以来，我国教学论领域开启了对于本土化问题的研究，研究者开始更多关注国外教学理论

的“中国化”问题，比较教学论研究也因此由“描述－引介”阶段发展到了“分析－演化”阶段。

三、比较教学论研究的发展趋势

比较教学论研究在面临研究话语未建构、研究主体学术背景单一、研究对象和范围界限模糊、

研究成果分散等诸多问题，以及我国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出现了新的研究形态，即教学理

论和实践的本土化研究，研究主体由比较教育学者转向了教学论研究学者，研究对象和范围逐渐清

１１



晰，研究成果异彩纷呈。基于此，在比较教学论研究的发展上，本文提出以下建议：

（一）强化话语体系建设，寻求比较教学论研究的一般理论逻辑

比较教学论研究中存在着话语体系薄弱，缺乏统一的比较教学论话语以及明确的比较教学论

研究目的、研究任务和研究方法等问题。如前文所述，比较教学论研究主体从比较教育学者转换到

教学论研究者，伴随这一变化，比较教学论研究也开始聚焦于“教学理论的中国化、本 土 化”问 题。

由于同一研究主题在不同学术背景的研究者中，会基于学科理论和现实需要不同而演绎成不同的

学术话语体系，因此有必要强化比较教学论理论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遵循其理论与实践研究的特

性，在比较教学论研究上寻求其一般理论逻 辑，形成比较教学论理论体系及其 构 成 要 素。具 体 而

言，可以从三方面着手：一是基于文化比较的不同国家的教学论理论比较研究；二是基于理论生成

背景比较的不同形式的教学论比较研究；三是基于知识比较的不同学科间的教学论比较研究。这

三种教学论比较研究有交叉有重叠，但是也存在本质差异。通过比较，可以厘清影响教学理论与实

践的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和知识基础，即基于教学论中文化因素、社会因素和知识基础的不同影响

与作用，折射出各种教学论的一般理论预设，从而形成比较教学论的理论建设机制。

（二）突破单一研究主体现状，促进教学论学者与比较教育学者的协调与融合

比较教学论研究历经近３０年的发展，其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已发生变化，从比较教育学转向教

学论，突破了研究主体单一学术背景的现状，基本改变了比较教学论研究中对国外教学理论进行简

单“引介－描述”的状况。“教学理论的中国化、本土化研究”实现了对国外相关理论与实践 进行“分

析－演化”的比较研究目标，以及比较教学论研究中，通过分析不同文化、社会和知识基础等因素，对

教学理论运行及生成机理进行分析与解释的研究目标。教学论的理论比较研究为比较教学论研究

奠定了基础。在未来的研究中，应促进教学论研究者与比较教育研究者之间的融合，深化比较教学

论研究中比较方法和比较方法论的探讨与构建。

（三）明确界定研究对象和范围，改变比较教学论研究的模糊地位

比较教学论研究是比较教育研究和教学论研究相互融合的结果，在学科归属上，既可以将其理

解为比较教育研究中的“领域拓展”研究，也可以理解为教学论研究中的“方法拓展”研究。但无论

是“领域拓展”研究还是“方法拓展”研究，都使得比较教学论研究对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缺乏

明确的界定，导致在相关研究中缺乏统一的研究话语体系，不利于比较教学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在比较教学论研究的未来发展中，必须明确界定比较教学论研究的对象和范围，改变比较教学论研

究的模糊地位，使比较教学论研究走上规范化、科学化的道路。

（四）广泛关注研究成果，重视高校比较教学论相关专业研究生学位论文的学科属性

通过梳理比较教学论研究成果，发现其多为学术论文和编著书籍。但其实，对于比较教学论的

研究成果不应仅着眼于已经较为成熟的研究，还应关注高等院校中比较教学论相关专业研究生的

研究成果。目前，虽然比较教学论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地位还未被认可，但高等院校的教学论专业

和比较教育专业，都设置有教学论比较研究方向，这一部分研究生的相关研究成果特别是 学 位 论

文，也应该成为比较教学论研究成果的一部分，其学科属性应该得到学界的关注和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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