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6 ／ 2012 中小学校长

专家视点专家视点
ZHUANJIASHIDIAN

上。 对 学 生 采 用 哪 些 方 法 去 开 展 活

动、 开展的效果如何、 有哪些收获与

体会等关注甚少。

对策：要关注学生在社会实践活

动过程的体验与感悟。参与社会实践

的首要目的是培养学生社会实践的意

识， 尤其是对于低年级学生来说， 并

不在于他在社会实践活动中为他人和

社会做出多大的贡献， 而在于通过社

会实践活动让学生体验奉献、 感受快

乐、 历练自我。 同时， 促进学生的身

心各方面发展， 提高学生与他人合作

的能力， 鼓励他们在服务他人的责任

中成长并能充分意识到志愿活动对社

会的价值。 因此， 需要精心设计活动

内容的安排、 活动形式的设置以及评

价与激励的方式， 既充分调动学生的

积极性， 又要让他们通过志愿活动、

公益服务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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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建宗

基 础 教 育 哪 最 弱 ？

基 础 教 育 改 革 了 这 多 年 ， 虽 然

取 得 了 一 定 的 成 绩， 但 问 题 仍 然 不

少， 薄 弱 之 处 也 还 多 。 要 问 最 应 该

关 注 的 薄 弱 问 题 ， 我 认 为 是 课 堂 。

课 堂 教 学 质 量 与 素 质 教 育 的 要 求 差

距 还 是 很 大， 优 质 课、 有 效 课 堂 的

数 量 还 是 很 少 。 课 堂 是 培 养 学 生 发

展 的 主 渠 道 ， 但 课 堂 教 学 的 现 状 还

是 不 能 令 人 满 意 。 凡 是 经 常 进 班 听

课 的 专 业 人 员 ， 是 不 难 作 出 课 堂 教

学 是 课 改 的 薄 弱 之 处 的 判 断 的 。 课

堂 教 学 的 薄 弱， 主 要 表 现 在 哪 些 方

面 呢？ 如 果 从 勤 奋 的 角 度 分 析 ， 课

堂 教 学 并 不 薄 弱 。 教 师 勤 奋 敬 业 ，

十 分 辛 苦。 如 果 从 实 践 经 验 方 面 衡

量， 教 师 课 堂 教 学 经 验 积 累 并 不 薄

弱。 再 从 方 法 智 慧 方 面 认 识 ， 教 师

运 用 课 堂 教 学 方 式 方 法 的 能 力 也 并

不 薄 弱 。 这 就 是 说 ， 课 堂 的 “常 规

动 作” 是 正 常 的 ， 教 师 的 勤 奋 敬 业

也 是 令 人 称 道 的 。 可 我 们 也 分 明 能

感 受 到， 常 态 课 的 质 量 不 高 ， 效 能

低 下 的 问 题 确 实 存 在 ， 即 便 是 一 些

优 秀 课、 示 范 课 、 公 开 课， 每 每 也

能发现许多问题。

那 么 ， 基 础 教 育 的 课 堂 教 学 存

在 薄 弱 的 问 题， 其 薄 弱 点 到 底 发 生

在哪儿呢？

对 此 ， 有 见 地 的 学 者 其 实 是 发

现 了 问 题 所 在 的 ， 这 就 是， 无 论 是

课 堂 教 学， 还 是 教 师 专 业 培 训 （教

研、 继教）、 教育科研、 教育行政管

理， 教 育 观 念 的 落 后， 教 育 理 性 思

考 的 欠 缺 是 造 成 课 堂 教 学 、 课 程 管

理、 学 校 办 学 、 教 研 科 研 、 政 府 行

政 管 理 效 益 低 下 ， 薄 弱 问 题 生 发 的

原因所在。

但 这 样 笼 统 地 说 还 不 准 确 ， 更

确 切 地 说， 是 因 教 育 知 识 论 的 建 设

与 普 及 薄 弱， 才 影 响 了 知 识 观 、 教

学 观、 学 生 观 、 教 师 观、 人 才 观 等

方 面 思 想 的 进 步。 知 识 论 建 设 的 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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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 是 基 础 教 育 诸 多 薄 弱 问 题 的 一

个 根 源 所 在 。 没 有 教 育 知 识 论 的 坚

实 基 础， 其 认 识 论、 教 学 论 就 得 不

到 有 力 的 理 论 支 持， 其 教 学 实 践 就

缺 少 了 在 理 性 认 识 指 导 下 的 循 环 发

展的动力。

以下对此观点作进一步地阐述。

政 府 兴 学 ， 学 校 办 学 ， 课 堂 教

学， 均 要 以 知 识 为 内 容， 以 知 识 为

载 体， 课 程 知 识 是 学 校 培 养 人 的 基

本 内 容， 也 是 师 生 在 学 校 主 要 的 活

动 时 间 段。 学 校 课 程 以 知 识 为 基 本

内 容， 这 知 识 包 括 课 标、 教 材 、 教

参 、 教 辅 、 考 试 大 纲 等 各 个 方 面 ，

对 教 师 来 说， 要 将 如 此 数 量 的 知 识

掌 握 好 ， 其 工 作 强 度 是 不 小 的 。 教

师要围绕课程知识进行研究， 备课、

上课、 批改作业、 考试命题、 检测、

考 试 等 等 ， 如 此 繁 重 的 职 业 负 担 及

压 力 ， 没 有 强 劲 的 理 论 支 持 系 统 ，

要 达 到 期 望 的 效 能 是 很 困 难 的 。 知

识 论 是 专 门 研 究 知 识 的 理 论 ， 是 以

知 识 的 性 质 、 知 识 的 价 值、 知 识 的

类 型 、 知 识 的 获 得 、 知 识 的 关 系 为

内 容 的 理 论。 一 句 话 ， 是 研 究 知 识

之 理 的 理 论。 由 此 说 来， 对 以 知 识

实 践 为 内 容 的 基 础 教 育， 要 获 得 知

识 理 论 的 直 接 支 持 ， 应 该 是 非 知 识

论莫属了。

以 此 视 之 ， 以 传 授 知 识 为 己 任

的 课 堂 教 学 ， 其 知 识 理 论 的 支 持 、

参 与 度 如 何 呢？ 有 见 地 的 学 者 的 一

致 意 见 是： 基 础 教 育 的 知 识 论 的 建

设与应用， 是极其薄弱的。

长 期 以 来 ， 基 础 教 育 对 知 识 问

题 的 研 究 ， 主 要 集 中 在 课 程 设 置 、

知 识 选 择、 教 材 编 写 和 知 识 教 学 测

评 上， 而 对 知 识 的 性 质 、 特 点 、 价

值 缺 乏 应 有 的 思 考 。 但 是， 基 础 教

育知识论的研究与应用的这种薄弱，

板 子 不 能 打 在 基 础 教 育 身 上。 也 就

是 说， 造 成 知 识 论 应 用 程 度 不 高 的

这 种 局 面， 是 与 我 国 教 育 科 学 理 论

乃 至 哲 学 理 论 发 展 的 滞 后 密 切 相 关

的， 正 是 这 种 滞 后， 才 造 成 了 实 践

应用的不足。

20 世 纪 七 十 年 代 后， 西 方 教 育

家 逐 渐 开 始 超 越 课 程 论 、 教 学 论 的

学 科 框 架， 热 衷 思 考 知 识 本 身 的 性

质、 类 型 、 价 值， 以 及 知 识 与 教 育

的 问 题 。 且 国 外 的 教 学 知 识 论 研 究

大 多 与 教 师 联 系 在 一 起， 而 国 内 则

停留在一般性的理论探讨， 较少涉及

教师个体， 较少立足于教师个体探讨

教师的知识理论与教学的关系。 在国

外 知 识 论 的 发 展 及 应 用 方 兴 未 艾 之

时， 我国以知识传递、 人才培养为己

任的教育学却对 “知识” 视而不见，

反应迟缓， 仅仅将自己的研究锁定在

知识的传递与学习上， 对其他知识问

题则束之高阁， 不予问津。 之所以如

此， 又是与中国社会的意识形态， 特

别是哲学领域的研究跟不上时代发展

需要有着密切关系。

与 西 方 哲 学 相 比 ， 我 们 没 有 西

方 几 千 年 来 研 究 知 识 理 论 的 优 良 传

统， 中 国 哲 学 对 知 识 的 作 用 也 不 给

予 热 情 的 关 注， 中 国 哲 学 界 对 知 识

论 历 来 不 感 兴 趣， 知 识 论 领 域 是 一

片 无 人 耕 耘 的 处 女 地 。 对 知 识 论 倾

心 研 究 的 人 屈 指 可 数 ， 随 便 翻 开 教

育 研 究 的 期 刊 、 报 纸， 有 关 知 识 理

论 研 究 的 文 章 少 得 可 怜， 这 就 足 以

反 映 出 我 们 在 知 识 论 研 究 方 面 与 其

他国家的差距了。

这 样 的 理 论 发 展 的 现 实 ， 自 然

会造成基础教育知识论基础的薄弱。

没 有 知 识 论 研 究 的 历 史 积 累， 没 有

与 时 俱 进 的 现 代 教 育 知 识 论 的 时 代

支 持， 广 大 教 育 实 践 工 作 者 ， 特 别

是 教 师， 只 能 在 具 体 工 作 中 苦 苦 摸

索， 靠 经 验 的 积 累 应 对 复 杂 、 繁 重

的 处 理 知 识 的 重 任。 没 有 理 性 智 慧

支 持 的 课 堂 教 学 ， 其 效 能 不 高 也 就

在 所 难 免 了。 知 识 论 的 理 论 发 展 不

充 分， 知 识 的 理 论 对 教 研、 科 研 的

支 持 自 然 也 难 以 充 分， 知 识 论 在 教

研、 科 研 中 的 作 用 因 不 充 分 而 自 然

会有空白。

知 识 论 不 强 劲 ， 科 学 认 识 不 普

及， 自 然 会 影 响 到 教 育 行 政 管 理 的

文 化 生 态 ， 由 于 认 识 不 到 位 ， 自 然

也 得 不 到 教 育 行 政 有 力 度 有 针 对 的

政策支持和政策保障。

教 研 的 、 科 研 的 、 行 政 的 认 识

和 行 为 的 诸 多 缺 位 ， 自 然 会 使 身 处

教 学 实 践 一 线 的 教 师 得 不 到 强 劲 的

知 识 论 的 武 装 ， 而 只 能 在 经 验 中 徘

徊， 在 经 验 中 探 寻 。 其 中 的 少 数 人

也 许 会 领 悟 到 知 识 理 论 的 真 谛 ， 进

而 总 结 出 了 优 秀 的 教 学 经 验， 但 这

凤 毛 麟 角 、 屈 指 可 数 的 精 英 ， 又 是

付 出 了 怎 样 的 常 人 难 以 承 受 的 艰 辛

与 代 价 ， 只 有 经 历 者 自 己， 才 会 深

知这成功是如何来之不易的。

这 样 的 发 展 之 路 ， 显 然 不 具 有

普 适 性 。 要 让 所 有 基 础 教 育 的 实 践

工 作 者 提 高 水 平， 需 要 一 条 能 让 更

多 人 以 平 常 的 脚 步 而 前 行 的 坦 途 。

如 果 将 视 线 锁 定 在 知 识 论 研 究 与 普

及 上， 将 知 识 论 列 入 重 要 的 科 研 攻

关 选 题 ， 将 知 识 论 作 为 学 校 教 研 与

科 研 的 重 点， 将 知 识 论 的 应 用 作 为

学 校 教 育 实 践 的 重 心， 以 普 及 知 识

论 的 学 识 素 养， 促 进 认 识 论 、 教 学

论 的 发 展 ， 促 进 实 践 的 深 入 ， 循 着

一 条 这 样 的 思 考 之 路 、 实 践 之 路 ，

你 会 发 现， 这 才 是 一 条 可 行 的 促 进

教师专业化发展的成功之路。

（作者：北京市第十四中学校长，北

京师范大学、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兼职

教授、北京市特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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