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探 》 载北京师院编《学科教育学初探》一书
。

同年 月
,

北京师院
、

北师大在国家教委的关注下

召开 了全国学科教育学研讨会
,

对历史教育学进行

了探讨
。

与会同志一致认识到历史教育学这门课程

的出现和建立
,

是适应科学整体化的需要
,

也是将

跨学科研究深入历史教学领域的必 然 结 果
。

此 后

由北京师院学科教育学研究中心发 起
,

所 高 等

师范院校参加的学科教育学理论研讨会
,

对于历史

教育学的研究探索起到 了催化和协作的作用
。

与会

者认识 到
“
学科教育学

”

是个总名称
,

它是教有科

学领域中的一个学科系统
。

不能把它看作
“

教育学

的一个分支
” 。

从研究学科教学到探讨学科教育
,

不只是研究对象发生了变化
,

研究范畴也发生了变

化
。

由教学论的范畴升华为教育论的范畴
。

因此
,

要从教育论的高度
,

全面考察历史的教育功能及其

与社会目标的关系
。

经过讨论
,

大家认为历史教育学

的性质应臭 历史专业和教育学
、

教育心理学
、

教

育统计学
、

逻辑学
、

哲学
、

美学
、

当代自然科学技

术等学科相结合的产物
,

是一门边缘科学
,

属于应

用教育理论的范畴
。

历史教育学的研究任务是 历

史教师如何全面地落实教育方 针
,

有 成 效
、

有 目

的
、

有计划地引导学生掌握历史科学基础知识和基

本技能
,

发展历史认识和思维能力
,

逐步形成辩证

唯物主义世界观 和共产主义道德品质
,

培养共产主

义事业的接班人
。

历史教育学研究的对象和方法应

包括 教育发展史
、

心理学
、

教育心理学
、

教育统

计学
、

辩证思维与逻揖思维
、

教 学 论
、

教 育 论
、

教育实践等等
。

与会者还议出一些协 作 的 课 题
,

如
“

历史教育学的社会功能
” 、 “

历史教育史的 沿

革
” 、 “

社会历史教育的前瞻
” 、 “

中外历史教育学

的 比较
” 、 “

历史教学与历史教育
” 、 “

中学历史
一

改师的修养
” 、 “

历史教材的编写
”

等等
。

相信在不

久的将来
,

达些协作项 目州继完成之 日
,

即是历史

教育学 口臻完善之时
。

情感教学与教育观念的转变

乌吕 大 光

又救育者的内心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情感世界
。

又教育者情感世界的发展并不是由成热和遗传决定

的
,

而重要的是在教育过程中培养出未的
。

他们的

情感发展与知识掌握和智力发展大径相同
,

全部根

植于教育活动之中
。

为了实现教学过程智力因素与

非智力因素的统一
,

使现存的教学模式走出低谷
,

本文提出情感教学的主张
。

情感教学是注重个性发展和良心协调发展 的教

学理论
,

它融学生的认识能力
、

智力因素
、

非智力

因素为一体
,

注重教学过程中的人际关系
,

以剑设

充满活力的教学过程为目标
,

试图实现 认 知 与 情

感
、

理性与非理性
、

智力与非智力因素的统一
,

在

情感领域追求教学的最佳效果
。

情感教学的指导思想是教学必须以人为中心
,

视学生为教学过程的主体
,

它反对那种压抑个性
,

无视学生情感生活的教学模式
,

为学生创造一个和

谐的教学环境
。

情感教学认为
,

师生关系的实质是

人与人的关系
,

教学关系也是人与人的关系
,

连接教

师与学生的枢纽不仅是人类社会的历史经验
,

主要

的是人的情感
。

情感教学比以往任何教学理论都更

加重视情感因素在人发展过程中的 巨大作用
。

情感教学重视师生之间积极的情感交流
。 ’

己认

为教学过程是认知发展与情感交流同步 进 行 的 过

程
,

教师对学生的爱是进行教字活动的前提
,

创设

富有情感的教学气氛是解决各种教学障碍的关键
,

它要把学生从枯燥无味的学习过程中解脱出来
,

使

他们体会到学习的快乐
,

哪伯是微小的快乐
。

情感教学不仅是实现教学任务的手段
,

也是教

学任务的 主要组成部分之一
,

这就是说要把情感作

为教学任务追求的 目标之一
。

情感教学力争把每个

学生都塑造成既有知识
,

又有较高的智力发展水平

和创造能力
,

以及丰富情感的人
。

星终实现人 的全

面发展
。

综上所述
,

情感教学是爱的教学
,

是情的教学
,

是重视个性发展的教字
,

是充满艺术色彩的教学
。

实现情感教学的关键是教育观 念的转变
。

教育

观念作为根植于人们深层心理结构的意识形态
,

支

配着人们对教育现象的基本看法
。

教育观念一旦形

成之后
,

就会产生强大的历史惯性
、

是进 或 阻 碍

着教育事业的发展
。

传统的教学理论和模式之所以

能够经久不衰
,

共中一个主要原 因就是传统教学的

某些理论以文化传统为媒介已经成为某种稳定的结

构隐藏在人们的思维之中
。

因此
,

从文化传统的 角

度探讨教育观念的转变具有积极的意义
。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儒家文化
,

儒家文化支

配了中国几千年的教育观 念
,

共中既
一

仃积 极 的 因

素
,

也有消极因素
。

例如
, “

尊师重教
”

这一优良

的文化传统 三今仍有积极的 现实意义
。

然而
,

伴随

若
“

尊师重教
” ,

则出现了
“

师道尊严
”

的文化 传

统
。

诚然
, “

师道尊严
”

具有多种含义
,

其一是说

教师的职业高尚
,

令人尊敬和羡慕 其二是说教师

是人类知识 的总代表
,

具有不可动摇的权威性
。

前

者更多的是表现在社会意义方面
,

而后者则是在教

有过程中起作用
。

因此
,

就
“
 叮道尊严

”

在教学过

程 中所起的作用而言
,

第二种合义所起的作用无疑

具有更多的消极因素
。

目前教学过程中师生关系之

间的不平等以及不重视师生之间的情感交流
,

主要

是受这种文化传统的影响
。

教师往往 自觉不自觉地

把自己视为教学 过 程 的 主宰
,

学生无真正的人格

可言
, “

五分加绵羊
” ,

曾一度是对教学过程中师生

关系的真实反映
。

这种不正常的师生关系作为一种

文化传统己经深深扎在人们月深层心理结构之中
。

以至于在今天
,

仍可看到违反教育基木规律甚至压

抑个性的诸种表现不时见诸报端
。

中国文化传统的师生观是构成传统教学观念的

主流
,

而苏联教学模式的引入则从另一个侧面更加

助长了中国文化传统形成的师生观
。

在五十年代全

盘苏化的过程中
,

教学理论全面地接受了苏联的教

学模式
,

这种模式在其理论框架中与中国文化传统

的某些理论有雷同之处
。

在苏联教学模式承认教学

过程是认识过程的条件下
,

教师也就自然地成了教

学过程的主体
。

凯洛夫教学论的这种影响所产生的

长期性和深远性远远超过在苏联木
’

国 的 影 晌
。

既

使在最近几年
,

我国的 教学理论仍继续跟在苏联之

后
,

关于教学本质的讨论在实质上并没价超过苏联

六
、

七十年代的水平
。

由此看出
,

机洛夫的救学观

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与 我国文化 传统 为找学观实现了

最紧密的结合
。

因此
,

传统孜学观的转交必须包括

那种崇尚苏联教学模式的观念在内
。

评定对学生学习的影响

陈 晓 荆

学习活动的评定是指教师在找育教学中
,

对学

生的学习行为
、

学 习习惯
、

学业成绩等依据一定的标

准作出的评价
。

这种评价既可以足 一种 口 头的表扬
、

鼓励或批评 也可以是书面的评分评语
。

讨学生学 习

活动的评定是师生问相互沟通的重要桥只
。

通过评

定
,

教师可以了解学生的状况
。

以及自己教行教学的

情况
。

从而为进一步的孜育教学提供依据
。

而学 生则

从评定中了解教师对自己的看法
、

态度
,

找到行为

的依据
。

低年级的学生
,

由于自我意识还未形成
,

对

自己的认识依翰于父母
、

教师
、

同学 及周围的人对他

的看法
。

在这一时期
,

教师的态度
、

看法对他们采说

显得格外重妥
。

学生对学习的兴趣
、

自信心在很大程

度上也决定于教师的评定
。

学生可能会因为教师的

某一次对其学习活动的评定 表扬 而喜欢
,

倾向于

教师
,

又因为喜欢和倾向教师进而喜欢倾向他所教

的课
。

至于学生某些良好学习习惯的形成
、

学业成绩

的进步
、

更是与教师对其学 习活动的评定密切相关
。

对学生学习活动的评定在学生学习活动 中有着

重要的意义
。

但就上述方面而言
,

在对待学生学 习活

动的评定工作上
,

学校或教师更多地是从评定中了

解其教育目标的完成程度或指导的结果
、

以及学生

完成教育目标的程度
,

所以对评定工作的认识更多

地局限于把它作为衡量教与学的标准来看待
。

但笔

者认为
,

对学生学 习活动的 评定不仅是对宇生学 习

结果的一种描述
,

不仅是作为提供给教师了解学生

学 习状况的一种手段 而且
,

评定过程木身就是影

响和 是进学生学习的一种有效的 因素
。

关键在教师

如何进行学习活动的评定才能更好地发挥其作用
,

以利促于兰学生的学 习
。

首先
,

在学习活动评定中应注意内客方画匀变

化
。

在对学生学习活动进行评定时
,

评定的内容不

同
,

其效果也大不相同
。

早期的心理学实验就已证

明
,

知道练习结果可以提高练 习成绩
。

现在我们过

一步了解到对学生学 习结果的不同描迷
,

即在评定

内容方面 均不同
,

对学生学习的影响也六不节 日
。

关于 这方而灼最显著例子便是佩奇 ’。艺。

的实验
。

实验表明 顺应评语
,

即教师针对学生答

案中的优点与缺点
,

所给予的短评
,

具有最高的 强

化作用
,

所以学生 的学 习成绩进步最大 其次则 为

牡殊评译
,

印主试所制定的千筑一律的评语
,

这种

评
·

虽
一
泛分辨个别 于点

,

坦毕竞对学生的行 为右
’

鉴定
,

故其影响 虽弱于顺应评语
,

但其差距不大
。

唯无评语组成绩最差
。

这一实验表明
,

考龙师对学生

的作业除了给予分数或等级外
,

加以适当的评 居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