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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夫基教学论分析与杜威教材

心理化的比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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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4要!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处理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核心!直接决定着教学质量与效果" 克拉夫基和杜威

是较早对教师理解与处理教学内容能力进行专门且系统探讨的教育研究者!并分别提出了%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

化&理论!奠定了该领域研究的先河!至今仍具有广泛且深刻的启示与借鉴价值" %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都认为

教材和儿童是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教师是实现其紧密联系的最关键因素" 不过!二者在哲学基础,操作性程度以及发

展境遇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 在当前国家大力提倡与发展教师专业能力的背景下!应该积极借鉴%教学论分析&和%教

材心理化&的相关理论!注重增强儿童与教材之间的紧密联系!兼顾教材逻辑性与心理性的统一!以及增加教师教材处理

能力方面的培养力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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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教师专业能力是标识教师专业身份的重要指

标#是世界各国政府和教育研究者共同关注的一

个核心领域( 其中#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处

理能力是教师专业能力的关键和重心#它不仅影

响教师教育教学的效果和学生学习的结果#还决

定了教师专业技术人员身份的确立( 在对教师教

学内容理解与处理能力的研究方面#德国教育家

克拉夫基 "M':XU@0UQ:@X1(%和美国教育家杜威

" '̂?0 \;Y;]%较早且明确地提出了相关的理论#

即,教学论分析-"&(&@1D(1 @0@:]F(F%和,教材心理

化-"9F]/?':'U(̀(0U'XF>V.;/DW@DD;<%#开辟了该领

域研究的先河#成为 #$ 世纪 ,$ 年代教师专业能

力和专业知识研究的重要理论基础#并对各国教

师教育产生了重要影响( 我国历来高度重视教师

的能力发展#并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措施大力提

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尤其是在*小学教育专业师

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中学教育专业

师范生教师职业能力标准"试行%+ *小学教师专

业标准"试行%+ *中学教师专业标准"试行%+等

文件颁布实施后#形成了从师范生到在职教师一

体化的专业能力发展要求#从政策上有效保障了

教师专业能力的持续提高( 在这些重要文件中#

教师对教学内容的理解与处理能力也是教师专业

能力的重要核心构成部分( 借鉴克拉夫基和杜威

有关教师专业能力发展的理论#既可以为有效贯

彻国家相关政策提供理论支撑#也可以细化有关

政策#保障其落实效果(

!4$教学论分析%与$教材心理化%的主要

观点

虽然克拉夫基和杜威在国内教育领域的影响

力较大#但是国内有关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

和杜威的,教材心理化-的相关介绍与研究并不

多见#因此#非常有必要对二者形成的背景与内涵

%

4收稿日期!#$#!

3

$2

3

$7

基金项目!山东社会科学基金项目"#$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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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阐释#以增强理论与实践领域对其概念和理

论认识的清晰性(

!)!4$教学论分析%的主张

!)!)!4$教学论分析%是$范畴教育%思想实现的

核心路径

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主要是作为实现

其 , 范 畴 教 育 - " 8Z;W9:@<(F/?;FE;?<;0 >0&

E;<0;0%思想的方式或路径而提出的( 所谓,范

畴-并不是教学内容的广度或范围的含义#而是

指一种思维方式#它体现的是思维的关联性( 具

体而言#它是为了克服,实质教育-与,形式教育-

过于强调知识或能力的片面性而提出的一种整合

理念( 范畴教育不仅强调知识和技能的掌握是合

二为一)不可分离的#而且强调要将知识)技能和

人的道德发展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实现完整发展

的人的培养目的&!'

( 但范畴教育不同于,既要形

式教育又要实质教育-的主张( 克拉夫基认为#

这种主张没有抓住教育的本质#把教育理论结构

看得太表面化了#因为这种观点背后隐藏着这样

一种认识#即整个教育中确实存在着形式教育部

分和实质教育部分( 克拉夫基强调教育是一个整

体#不是教育各部分的简单混合#我们需要辩证地

把实质教育和形式教育理论统一起来#从整体上

说明教育&#'

( 克拉夫基运用认识论中意识与存

在同一性这一辩证法观念说明教育过程本质上是

主客观同一的过程#并指出#,在世界方面对一般

内容的说明而在主观方面就是范畴的获得-#,教

育对于人来说就是物质实在与精神实在的开

发...这就是客观的或者说是实质的观点$但同

时#教育对于人的物质实在与精神实在来说又是

人的开发...这就是主观的或者说是形式的观

点-

&*'

(

如何实现范畴教育呢/ 克拉夫基指出#要实

现范畴教育#关键在于选择那些既重要又能激发

学生产生疑问并对学生当前和未来生活具有意义

的内容( 如何选择这样的内容呢/ 克拉夫基指

出#教师只有运用,教学论分析-#把,教学论分

析-作为备课的核心才能真正实现范畴教育(

!)!)#4$教学论分析%的具体方法

为了使一线教师便利地运用,教学论分析-#

克拉夫基详细列出了,教学论分析-的具体方法#

我们可以将其概括为五个基本问题!第一#教学内

容向学习者阐述了什么是重要的或具有普遍性的

意义和现实/ 通过深入地学习这些内容#可以掌

握哪些基本的现象)原则)规律)标准)问题)方法)

技术和态度/ 第二#通过课题和内容学习所获得

的经验)知识)能力和态度等对本班儿童发展的作

用是什么/ 从教育学视角看#它在其中起到了什

么作用/ 第三#本课题和内容对儿童的未来意义/

第四#本课题和内容的结构是什么/ 第五#有哪些

具体的案例)现象)情境)实验)人物)经验等要素

可以使处于该阶段的本班儿童对所教的内容产生

兴趣)提出问题并了解)掌握它们&"'

(

这五个问题都紧密地围绕教师如何对教学内

容进行深度解析展开( 第一个问题重在分析教师

所要教授的内容对相关内容学习的,范例-作用#

即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学习可以帮助学生掌握某一

类知识的基本原理#从而起到,举一反三-的广泛

迁移效果#以及所教内容对理论和实践的重要价

值#增强知识与生活和社会的关联#提升学生知识

学习的趣味性及知识应用的能力( 第二和第三

个问题分别关注所教内容对儿童现实及未来发

展的影响#保障内容与儿童发展实现紧密关联#

既增加儿童知识学习的乐趣#也引导儿童向着

更有意义的发展方向前进( 第四个问题重在分

析所教内容的结构体系以及各部分内容的联

系( 通过该部分内容的分析#教师可以较好地

找到教学的内容主线#保障教学始终围绕核心

内容展开#通过对核心内容的深度讲解#实现

,范例-的作用( 第五个问题重在分析要围绕教

学主线和重点开展教学#达成教学内容对理论

与实践的,范例-价值以及对儿童现在与未来发

展的作用#教师在教学方法)教学形式等方面可

以进行的一些调整与改革(

通过对上述五个问题的分析#教师不仅对教

学内容和学生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而且也实现了

自身教育教学能力的持续提升#是实现教师专业

发展的重要路径和策略( 相比于各种常规化的校

内外教师培训#,教学论分析-与教师教学实践的

关联性更强#且可以持续开展#并有利于教师解决

教学实践过程中的真实问题和困惑#是实现教师

可持续性发展的一种重要方式( 克拉夫基的,教

学论分析-自提出以来就成为广受德国中小学教

师欢迎的一种重要备课及成长方式#也是德国各

级各类教师培养与培训的重要内容#有效提升了

德国中小学教师的教学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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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教材心理化%的主张

!)#)!4$教材心理化%是统整儿童与课程的主要

途径

杜威的,教材心理化-理论是针对当时普遍

存在的将学习过程中两个重要的构成因素...儿

童与课程对立起来看待的错误认识提出的&+'

(

当时教育理论与实践领域存在着两种对立的取

向!要么过于强调儿童中心#要么过于注重教材或

课程( 前者认为教学的中心是儿童#课程或内容

应该根据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来设置$后者则认为

儿童的兴趣和需要是短暂且易变的#教学的核心

目标是将人类积累的文化知识传授给儿童#课程

或内容的设计应该遵循学科的逻辑而非儿童的兴

趣&2'

( 杜威指出儿童中心和课程中心都有失偏

颇#它们过于强调其中一个因素而忽视了另一个

因素#实际上二者本就是相互联系且不可分割的#

它们共同构成了教学过程中的两个基本要素( 教

学过程即这两个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过程#,教

材心理化-最主要的作用就是促进二者之间的相

互作用&%'

(

杜威认为各门科目本身就是经验#它们是种

族的经验#是人类一代代努力)斗争和拼搏而积累

起来的成果( 因此#进入儿童现在经验里的事实

和真理与包含在各门科目中的事实和真理是一个

现实的起点和终点&%'

( 因此#儿童和课程仅仅是

构成一个单一过程的两极( 正如两点构成一条直

线一样#儿童现在的经验及构成各门科目的事实

和真理#共同构成了教学的内容( 从儿童现在的

经验进展到各科目所代表的真理#是继续改造的

过程#儿童的经验和兴趣提供了前进的倾向和基

础#课程提供了前行的方向和目标#,教材心理

化-则是统合两个方向或过程的重要途径或

方式(

!)#)#4$教材心理化%的本质是教师对教材进行

二次开发

杜威之所以强调,教材心理化-是连接儿童

现在经验与课程所代表的人类经验之间的主要载

体#是因为在他看来#教材不是有待于完成的遥远

和渺茫的结果#而是指导儿童现在发展的一种指

引#它的价值体现在按照儿童生活直接表现的那

样解释它#而且还要继续对其进行引导和指导(

因为尽管儿童现在的经验非常有价值#它预示着

发展的倾向#但它本身不是自明的#不是终极的目

标#不是完成了的东西#而只是某些生长倾向的一

种信号或标志#它需要进行引导#以达到最终的目

的( 同样#课程若不以儿童现有的经验为出发点#

轻视儿童的经验#课程所设置的目标就不会真正

实现( 因此#必须将儿童与课程联系起来考虑#而

统一儿童与课程的途径就是,教材心理化-

&,'

(

,教材心理化-虽然也主张教材编写过程中

应该充分尊重儿童身心发展规律#但其主要指称

的是教师在运用教材时要对教材进行二次加工(

教师应该在对教材内容进行充分掌握的基础上#

联系学生的发展特征)学习兴趣)学习风格等广泛

要素#将教材内容进行主题式或项目式的重新改

造#让儿童通过,做中学-的方式完成某个真实的

主题或项目( 基于真实情境的主题或项目既能充

分调动儿童的兴趣#满足儿童的需要#又是对教材

内容的整合与凝练#保障了教学内容的体系性与

完整性#从而将儿童的兴趣与教材内容的逻辑相

结合#达成了教学中儿童与课程两个要素融合统

一的效果(

#4$教学论分析%与$教材心理化%的相

同点

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与杜威的,教材心

理化-在主张教材与儿童的相互关联)教师在转

化教材中的核心地位以及充分了解和调动学生积

极性方面比较类似(

#)!4两者都反对教材与儿童对立的观点

无论是,教学论分析-还是,教材心理化-#其

目的都在于将远离儿童实际生活)经验和兴趣的

教材转化为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兴趣相联系的

教学内容( 二者都认为教科书中的内容逻辑性过

强#与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兴趣相去较远#主张儿

童的生活)经验和兴趣是进行教学的起点#只有充

分考虑了儿童的生活)经验和兴趣#教学才能达至

目的$教材是儿童的经验)潜能得到开发与发展的

指引#没有教材#儿童的潜能就无从得以实现( 克

拉夫基主张对教授给儿童的教材进行分析#分析

其对儿童的现实意义和未来意义#这就要求必须

将教材与儿童的生活实际和发展现状联系起来#

只有对儿童的生活实际和发展现状有了深入的了

解#才能知道教材在促进儿童发展方面的价值(

杜威主张教材本身就来源于生活#它是对生活经

验的系统化和抽象化的结果#为了促进学生的学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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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和发展#需要将其心理化#即重新建立起教材与

生活之间的联系#建立教材与儿童生活)经验和兴

趣之间的关联(

#)#4两者都主张教师在教材加工方面起主导

作用

,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的主要实施

者都是教师( 杜威明确指出#只有教师#而不是学

科专家#才能对教材进行心理化#因为只有教师既

熟悉学科内容又了解学生#只有教师能从儿童经

验和兴趣以及学科历史演进两个视角去考察教材

内容)安排课堂空间和教学媒体等&7'

( 杜威之所

以呼吁由教师来实施,教材心理化-#除了教师比

较了解儿童和教材之外#还与其试图改变当时美

国教师地位比较低的现状有关( 当时#美国教师

被界定为,雇佣者-,代理人-#不具有德国教师那

样的专业自主性和自主权( 课程内容是由国家)

州和学区规定好的#教师只需要考虑如何教#不需

要考虑教什么以及为什么教&!$'

( 相对而言#德国

教师的地位比较高( 在德国#教师是拥有,教学执

照-的专业人员#具有从事教学的专业自主性#如同

律师和工程师一样#教师是基于实践自主性和行业

自律及同行评议制度工作的#而不是受外在控制的

被动工作者&!$'

( 如果说#杜威的,教材心理化-强

调教师的作用#除了考虑只有教师才能同时了解学

生和教材之外#还呼吁美国应该赋予教师更大的自

主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促进教育的发展$那么#克

拉夫基对教师作用的重视则主要体现在第一个层

次上( 无论二者对教师重要性的呼吁是否存在细

微差别#他们都看到了#只有教师才能实现把教材

转化为促进学生身心发展的教学内容(

#)*4两者都呼吁充分调动学生在教材理解与处

理方面的兴趣与积极性

,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是教师在备

课及课程实施中#依据学生的学习准备状态)知识

吸收情况)学习兴趣#以及学习效果与预期目标之

间的差距等#对代表人类经验的教材进行加工)处

理#使之更加适合学生的学习基础)学习偏好#以

实现学习效果最大化的重要工具( 但是#这并不

意味着学生在,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过

程中是被动的( 实际上#正如杜威所强调的#儿童

与课程本就是同一个过程的两极#不应该将二者

孤立地看待#所以#,教材心理化-过程中#教师既

要适当恢复教材知识由此产生的背景及缘由#也

要结合学生的需要和兴趣#进行生活化)趣味性转

化#必然需要充分考虑与调动学生学习教材内容

的兴趣与积极性( 同样#,教学论分析-中#教师

对课程内容的解读不是脱离学生兴趣)动机的理

解和加工#而是为了使经过,教学论分析-的内容

更加适合于学生的学习#更能调动学生学习的主

动性#因此#,教学论分析-中必然含有学生积极

地向着系统经验)科学知识前进的过程(

*4$教学论分析%与$教材心理化%的不

同点

除了共性之外#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与

杜威的,教材心理化-也在哲学基础)操作性程度

和遭受的境遇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

*)!4哲学基础不同

总体上看#德国教育学和教学论,很少与经

验学科相联系-

&!!'

( 以克拉夫基的 ,教学论分

析-为例#它,在德国的教师教育中非常流行#但

是人们并不把它视为是一种经验性研究#而是将

其视为一种具有哲学内涵的教育理论-

&!#'

( 尽管

从 #$ 世纪 2$ 年代开始#德国教学论已经开始积

极地向美国课程论学习#但是,与法国教学论已

经充分地吸收了经验主义的成分不同#德国教学

论至今仍谨小慎微地避开经验主义的侵扰-

&!*'

(

在,教学论分析-中#教师需要将教材转化成更适

合学生需要)更能促进学生教养的教学内容( 在

这个过程中#教师不仅要关注方法的问题#即

,?'Y-的问题#还要关注,Y?@D-和,Y?]-的问题#

即内容由什么构成#内容对学生的现在意义和未

来意义#学生原有知识和技能对学生学习的意义

等( 并且在经过这些处理后#教师仍需要在教学

过程中根据情况的变化随时做出调整&!"'

( 通过

,教学论分析-#教材已经从其对学生的现实价值

和未来价值)内容的结构)内容对学生的教育价

值)内容的范例性等多个角度进行了转化( 经过

转化后的内容不仅更有利于学生学习与掌握#而

且也更有利于学生综合素养的养成( 所以说#

,0教学论分析1的任务在于揭示学习对象的本

质#并将其作为教学内容的关键要素#换言之#

0教学论分析1的任务在于#指出具体的教学内容

的教养本质何在-

&"'

(

美国人则更愿意抛弃大量僵化的哲学体系去

热烈地追求生活的多变性#直到通过实证的方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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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确证后#他们才可能接受某种理念( 知识的

问题不再是形而上学的最佳程序问题( 杜威诘问

道#既然我们通过测试知晓科技中的某些事物#为

什么我们不能使用同样的方法了解知识和行为的

所有分支/ ,我们了解什么/-这一哲学问题的答

案是,我们可以通过经验了解清楚-( 这一答案

如此贴近现实生活#如此实事求是#抽象思想者们

会为之发狂#但是美国的思想家中几乎不会有人

为之动容&!+'

( 不过#杜威所强调的经验与经验论

者的经验不同#他更强调经验是一个活动过程#而

非一种精神的或心理的事物#强调认识本身就是

行动#经验就是生活#一切经验及事物都是作为行

动)过程而产生和存在的&!2'

( 杜威反对传统哲学

家把经验理解为主体对客体的认识#主张把经验

理解为主体与客体的相互作用( 他认为#有机体

并不是被动地等待着东西由外面给予它以印象#

而是依据其构造对它们所处的环境做出反应( 结

果#环境由此产生的变化又对有机体及其活动产

生反应( 生物体验着)经受着它自己行为的效果#

这种行为与遭受之间的密切联系就构成我们所说

的经验( 这就是说#杜威把人归结为生物有机体#

把人的实践活动归结为生物体对环境的反应#把

经验归结为机体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2'

( 所

以#在杜威看来#意识和物质之间的区别是功能和

关系上的差别#而不是本质上的区别( 这样#通过

对经验概念的重新界定#克服了传统哲学中自然

与经验)物质与意识之间的对立#消除了传统哲学

的二元对立#把经验看成是一个统一的)连贯的整

体#使经验和自然)意识与物质都包含在经验中(

正是因为二者的哲学基础不同#它们在处理

相似问题时的具体做法也就不尽相同#比如#尽管

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和杜威的,教材心理

化-都关注内容的问题#但是由于其植根的哲学

和文化传统不同#所以对相似问题的处理方法有

所差异( 与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相-比#杜威

的,教材心理化-更关注结构问题的分析#而不是

基本观念的实践和教育的意涵( 克拉夫基的,教

学论分析-的目的在于系统地探讨教学内容的教

育潜能#杜威的,教材心理化-也关注到了这一

点#但是其焦点则在于如何将这种具有教育潜能

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4操作性程度不同

在德国教学论中#,对内容进行转化以实现

从教材向教学内容转化#进而为化育的实现奠定

基础的最好例子就是克拉夫基的0教学论分析1#

它至今仍然非常流行-

&!%'

(

在德国#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并未详细列出

教材内容的细目#而是仅仅给出了基本问题或主

题领域#以及一些辅助性的案例#把选择详细和具

体内容的权利留给了学校或教师( ,教学论分

析-首先需要理解这些内容#即这些从传统文化

财富中选择出来的某些内容或主题( 教师必须对

这些由学科专家和教育专家制定的内容进行转

化#考虑这些内容到底反映了什么#其目的何在#

必须把这些被抽离出来的内容重新放回鲜活的生

活中去#使其恢复生命力&"'

( 为此#克拉夫基提

出了,教学论分析-需要回答的五个问题#并给出

每个问题的子问题( 此外#为了便于教师对,教

学论分析-的掌握#他还详细列举出若干例子作

为参照( 所以#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具有非

常强的操作性( 相对而言#杜威的,教材心理化-

则更多局限于理论阐述的层面上#未能给出具体

可操作的步骤(

*)*4发展境遇不同

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在德国教师备课

和教师教育中被广泛使用#成为最受德国教师欢

迎的教师专业发展方式之一&!%'

( 而杜威的,教材

心理化-并未引起足够重视(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当时美国整个社会都转

向一种更加强调自然科学的研究范式#更为强调

量化和实证的研究方法#社会上一致认为只有像

物理学那样#将一个事物进行分割和量化#通过精

确分析其各个组成部分#才可以全面地认识该事

物#并得出科学的结论( 这种研究方法显然与杜

威所强调的通过实验学校)经过与教育实践的密

切接触获得研究结果的方法相去甚远(

另一方面#杜威与校长哈珀之间的误解#导致

他不得不于 !7$"年离开芝加哥大学#而接任杜威

的贾德很快就抛弃了杜威的教育研究方法( 而且

桑代克所建立的基于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教育研究

方法的影响力明显胜过了杜威( ,杜威通常被公

认为是进步教育之父#对美国教育贡献非凡( 虽

然他的观点影响)激励了许多人不断地创新教育

方法#但在那些宣称受到杜威激励和鼓舞的人中

真正的信徒却寥寥无几(-

&!,'除了这些因素外#还

有一个重要原因是杜威的,教材心理化-并不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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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一样具有比较详细的

实施步骤#缺乏可操作性#这对于比较注重实效的

美国社会而言#是很难被接受的(

"4$教学论分析%与$教材心理化%的启示

,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都有助于实

现教材与儿童之间的联系#避免二者的割裂#而实

现二者之间的关联#教师的作用最为显著( 在促

进教材与儿童的联结方面功能的充分实现上#既

需要管理者及教师本身树立教材与儿童联系的观

念#也需要教师不断精进加工与处理教材的能力#

还需要教材编写者注重提升教材与儿童的联系以

为教师更有效地分析与处理教材提供基础(

")!4兼顾学生与教材

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和杜威的,教材心

理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儿童与教材关系的

新视角( 他们摒弃了传统的儿童中心或课程中心

的片面化倾向#指出二者之间并非主导与从属的

关系#而是相互依赖的统一整体#不能片面地夸大

一方的作用而忽视另一方的作用( 对儿童的发展

来说#儿童原有的倾向)潜能)兴趣)经验等是其发

展的基础#为儿童发展提供了依据#教材所呈现的

系统的知识是儿童学习的目的之一#为儿童的发

展提供了方向( 所以#只有将二者统一起来#而不

是割裂开来#才能解决教育中存在的课业繁重)教

材内容脱离实际)教学不能起到预期的作用)儿童

对学习缺乏热情等弊病(

在统合学生与教材的具体路径方面#我们可

以积极借鉴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和杜威的

,教材心理化-理论与策略( 一方面#借鉴,教学

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注重沟通与联系教材和

儿童#以实现与促进二者双向互动的理念与措施#

确立儿童与教材交互作用的观点$另一方面#在教

师备课及教学实践过程中#可以积极借鉴,教学

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既尊重和调动儿童兴

趣#又基于儿童兴趣和学习准备状态等对教材进

行二次加工与深度开发的有效做法#以将其理念

真正落实于实践中#提升教育教学的效果#促进学

生的全面发展(

")#4提升教师教材加工能力

教师教育是培养合格教师)促进教育质量提

高的根本途径( 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和杜

威的,教材心理化-提醒我们#只有教师才能把教

材转化为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教学内容#依此#教

学目的才能够真正达成( 所以#在教师培养与培

训中#应该将教师处理教材的能力放在突出重要

的地位( 在职前教师教育课程中#比如课程与教

学论)教育学基础等课程中#有关教师能力或教学

设计的部分加入,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

的相关理念和措施的内容#让学生从理念到方法

维度对上述两种理论有充分的认识与深刻的理

解( 教师教育者在讲授相关内容时#应该结合具

体学科案例对,教学论分析-的五个问题及,教材

心理化-的具体实施步骤进行演练#若时间允许#

则可以让学生通过小组合作等方式进行学习#并

分组展示#以增强师范生对,教学论分析-和,教

材心理化-的实际操作能力( 此外#师范生的实

习过程中#也应该加强对,教学论分析-和,教材

心理化-的适当借鉴与应用(

对在职教师而言#则可以将,教学论分析-和

,教材心理化-的内容适当加入教师培训课程之

中#增加在职教师培训内容的针对性和实操性$还

可以将相关内容纳入校本培训和校本教研中#通

过学科组或教研组的集体理解和实践操作#逐步

熟悉和落实其相关措施#并在实践中不断改变和

完善其操作路径#以使之更加适合所教科目及学

生的需求和特点(

")*4增强教材心理与逻辑方面的统一

尽管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和杜威的,教

材心理化-主要指的是教师对教材的转化#以使

其转化为适合于学生身心发展特点的教学内容#

而并不主要指教材的编制$但是#,教学论分析-

和,教材心理化-中所体现出来的将教材的心理

方面"满足儿童的需要)兴趣)经验等%和逻辑方

面"知识的内在逻辑%相统一的思想也适合于教

材编制的过程( 若是教材编制过程本身已经把儿

童的需要)兴趣)经验等考虑进来#那么教材的可

读性就会大大加强( 这一方面有利于减轻教师的

压力#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学生的自学(

要实现教材编制过程中心理与逻辑方面的统

一#就需要在教材编制之处对学生学习准备)认知

发展)学习兴趣)多元智能)学习风格等影响学生

理解与吸收教材内容的因素进行充分的调研#积

极借鉴心理学)教育学)脑科学等学科或领域的最

新理论研究成果#以充分了解以学生的学习基础

和起点$并对教材所代表的人类经验进行结构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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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其中重点是要分析其形成的背景)过程)目

的等#以部分恢复或,活化-教材内容诞生时的鲜

活情境( 不过毕竟以教材内容为代表的人类经验

往往距离现在过于遥远#即便适当复原其产生背

景#对于当前的学生而言#理解起来仍然比较困

难#因此#这就需要对教材内容的现实价值和意义

及对学生未来发展的意义进行充分揭示#从而实

现教材内容与儿童生活和未来发展的紧密联系#

实现教材心理与逻辑方面的统一( 不过#绝对不

能以教材编制的心理化来取代教师对教材的分析

或心理化#教材编制过程中即使较充分地考虑了

学生身心发展特征等因素#也不可能完全适合于

所有学校和班级的学生#还需要教师在具体教学

过程中根据学生的学习情况不断对教材进行持续

性的分析与心理化(

+4结语

总之#,教学论分析-和,教材心理化-不仅较

早地提出和明确了教师作为课程开发者的重要意

义和角色定位的相关理念#更是相对完整地给出

了教师处理教材以使之更加贴合学生需求)更能

引导学生发展的具体路径和策略( 在当前日益重

视提升教师专业发展能力)强调赋予教师课程开

发者角色使命的背景下#非常有必要积极借鉴与

学习克拉夫基的,教学论分析-和杜威的,教材心

理化-的理论与模式#有效地提高教师的课程开

发能力#提升教育教学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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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LPJON Â! 5JIH\P)̂'?0 \;Y;]cAF]/?':'U(̀(0U

D?;L>V.;/D

3

P@DD;<# =(UJ&;@F! 6WV(D('>FO;@/?(0U!

@0& O;@/?;<8&>/@D('0' (̂)O;@/?(0U@0& O;@/?;<8&>[

/@D('0! #$$***+# #7+

3

*$%)

'!$( NC\LHT=)N':&(0UR'W9:;Z(D]@0& L;@</?(0UX'<P;@0[

(0U# O;@/?(0U@F@I;X:;/D(B;A<@/D(/;' (̂)̂'><0@:'X

R><<(/>:>WLD>&(;F! #$$#*!+#"*

3

+%)

'!!( P8TRQA)O?;K'<W@D('0 'XR'0F/(;0/;# 6E'FDO'9(/

'X\(&@1D(1)J0 =('<U=)5>0&;<W! LD;X@0 N'9W@00

*;&F)+ \(&@1D(1 @0&-'<R><<(/>:>W# 60 J0D;<0@D('0@:

\(@:'U>;'P()T;YG'<1# A;D;<E@0U!#$$#)

'!#( 5C\PCT\L\HOOJI L! A8JT8IOL8T 6! THI\[

OHPP8 A T)Q:@X1(bF \(&@1D(1 60@:]F(F @F @

R'0/;9D>@:K<@W;Y'<1 X'<I;F;@</? '0 O;@/?(0U'R(--

J0 J@0 M;FDV><]! LD;X@0 N'9W@00 @0& Q><DI(a>@<DF

*;&F)+O;@/?(0U@F@I;X:;/D(B;A<@/D(/;# D?;5;<W@0

\@&@1D(1 O<@&(D('0)P@?Y@?! T;Y ;̂<F;]# E@Y<;0/;

8<:V@>W6FF'/(@D;F! #$$$)

'!*( QCT_EJI)5;<W@0 \(&@1D(1# P'&;:F'XI;9<;F;0D@[

D('0! 'XJ0D;</'><F;! @0& 'X8Z9;<(;0/;'R(--J0 J@0

M;FDV><]! LD;X@0 N'9W@00 @0& Q><DI(a>@<DF*;&F)+

O;@/?(0U @F @ I;X:;/D(B; A<@/D(/;# D?; 5;<W@0

\@&@1D(1 O<@&(D('0)P@?Y@?! T;Y ;̂<F;]# E@Y<;0/;

8<:V@>W6FF'/(@D;F! #$$$)

'!"( A6TOJRT! MC==8EL O)R'W9;D;0/;

3

V@F;& O;@/?;<

8&>/@D('0# 6R?@0U;X<'W\(&@1D(1 D'R><<(/>:>WR>:[

D><;1 ' (̂)̂'><0@:'XR><<(/>:>WLD>&(;F! #$!#*!+#

2!

3

,%)

'!+( 林语堂)美国的智慧'P()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

社!#$$2)

'!2( 涂纪亮)从古典实用主义到新实用主义...实用主

义基本观念的演变'P()北京#人民出版社!#$$2)

'!%( NHAP6TTL)Q:@X1(bFP'&;:'X\(&@1D(1 60@:]F(F@0&

E;FF'0 A:@00(0U(0 O;@/?;<8&>/@D('0 'R(--J0 J@0

M;FDV><]!LD;X@0 N'9W@00 @0& Q><DI(a>@<DF*;&F)+

O;@/?(0U @F @ I;X:;/D(B; A<@/D(/;# D?; 5;<W@0

\@&@1D(1 O<@&(D('0)P@?Y@?! T;Y ;̂<F;]# E@Y<;0/;

8<:V@>W6FF'/(@D;F! #$$$)

'!,( 埃伦-康德利夫-拉格曼)一门捉摸不定的科学#困

*!



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 #$##年第 !"卷

扰不断的教育研究的历史'P()花海燕!梁小燕!等 译)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2)

/$01'%',-B#C('5&<-< D#,E##(F5'.A-G< H-)'A,-A C('5&<-< '()

H#E#&G< *<&+"$5$:-I-(:$.>3@J#+,=',,#%

M6T5K;(

"K@/>:D]'X8&>/@D('0# L?@0&'0UT'<W@:C0(B;<F(D]# (̂0@0 #+$$!"# R?(0@%

!"#$%&'$! O;@/?;<Fb@V(:(D]D'>0&;<FD@0& @0& &;@:Y(D? D;@/?(0U/'0D;0DF(FD?;/'<;'XD;@/?;<Fb

9<'X;FF('0@:@V(:(D]# Y?(/? &(<;/D:]&;D;<W(0;FD?;a>@:(D]@0& ;XX;/D'XD;@/?;<FbD;@/?(0U)Q:@X1(@0& \;Y;]

@<;D?;;@<:];&>/@D'<FY?'?@B;W@&;@F9;/(@:@0& F]FD;W@D(/FD>&]'0 D;@/?;<Fb@V(:(D]D'>0&;<FD@0& @0&

&;@:Y(D? D;@/?(0U/'0D;0DF)O?;]9>DX'<Y@<& D?;D?;'<(;F'X, &(&@1D(1 @0@:]F(F- @0& , 9F]/?':'U(̀(0U'X

F>V.;/DW@DD;<- <;F9;/D(B;:]# Y?(/? :@]FD?;X'>0&@D('0 X'<D?;<;F;@</? (0 D?(FX(;:&# @0& FD(::?@F;ZD;0F(B;

@0& &;;9 ;0:(U?D;0W;0D@0& <;X;<;0/;B@:>;)='D? ,&(&@1D(1 @0@:]F(F- @0& ,9F]/?':'U(̀(0U'XF>V.;/DW@DD;<-

?':& D?@DD;@/?(0UW@D;<(@:F@0& /?(:&<;0 @<;(0D;<<;:@D;& @0& >0(X(;&# @0& D;@/?;<F@<;D?;W'FD/<(D(/@:X@/D'<

D'<;@:(̀;D?;(</:'F;/'00;/D('0)N'Y;B;<# D?;<;@<;F'W;&(XX;<;0/;FV;DY;;0 D?;W(0 9?(:'F'9?(/@:V@F(F#

'9;<@D('0@:&;U<;;@0& &;B;:'9W;0DF(D>@D('0)C0&;<D?;V@/1U<'>0& 'XR?(0@bFB(U'<'>F9<'W'D('0 @0&

&;B;:'9W;0D'XD;@/?;<Fb9<'X;FF('0@:@V(:(D]# (D(F0;/;FF@<]D'@/D(B;:]&<@Y:;FF'0FX<'WD?;D?;'<(;F'X

,&(&@1D(1 @0@:]F(F- @0& , 9F]/?':'U(̀(0U'XF>V.;/DW@DD;<-# 9@]@DD;0D('0 D'FD<;0UD?;0(0UD?;/:'F;

/'00;/D('0 V;DY;;0 /?(:&<;0 @0& D;@/?(0UW@D;<(@:F# U(B;/'0F(&;<@D('0 D'D?;>0(D]'X:'U(/@0& 9F]/?':'U]'X

D;@/?(0UW@D;<(@:F# @0& (0/<;@F;D?;D<@(0(0U'XD;@/?;<FbD;@/?(0UW@D;<(@:9<'/;FF(0U@V(:(D])

()*+,%-#! &(&@1D(1 @0@:]F(F$ 9F]/?':'U(̀(0U'XF>V.;/DW@DD;<$ D;@/?;<;&>/@D('0

"责任校对4朱正余#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