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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点之辨
!!!对从分科教学论到分科教育学的发展的认识$

%孙芙蓉#"温州师范学院#浙江 温州!"#$$$$

摘#要!针对学科教育学中存在的一些认识问题!从教育学的内部分类体系对学科教育学的发展做一梳理分析!指出正是

由于对从分科教学论到分科教育学的发展历程认识不清!从而形成了诸多问题纠缠的结点"因此!通过对结点的辨析!变

结点为节点!从而使学科教学论理清了自己的纵向直线发展脉络和横向发展脉络!实现了教学论与学科教育学的双向发

展!学科教育学也把握住了各分科教育学之间的界线!并形成分科教学论与学科教育学和谐发展的良好态势"
关键词!分科教学论#分科教育学#学科教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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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GH$F年清 政 府 颁 发!奏 呈 优 级 师 范 学 堂 章 程"#规

定开设$教授 法%至 今#学 科 教 育 学 正 好 走 过 了 百 年 历 程&
总的来说#$学科教育学的发展经历了教材教法’分科 教 学

论’分科教育学三 个 阶 段#现 在 正 进 入 系 统 化 的 学 科 教 育

学的新阶段%&然而#当我们欣喜地看到系统化’整 体 性 学

科教育学的创立 并 走 向 成 熟 时#反 观 百 年 历 史#尤 其 是 近

"$年来学科教育学的 发 展 历 程#我 们 发 现#在 各 种 观 点 百

花齐放’学术探讨不断深入’理论内涵不断丰富之 际#似 乎

总有一些基本问题我们还没有认识清楚#也因此造成理 论

探讨和实践工作的某种程度的混乱&对这一局面#GHHH年

的!学科教育学建设几 个 认 识 问 题 的 反 思"一 文 有 清 醒 的

认识#$其一#学科教育学仍停留于学科教学法的层次 和 内

容(其二#学科教育学的学科特色不够#一方面与一 般 课 程

论’教学论界线不 明#另 一 方 面 各 学 科 教 育 学 之 间 也 界 线

不明&%原因何在) 对于这一现象#GHHH年前许多教育者已

从学科教育学的 名 称’研 究 对 象’学 科 性 质’结 构 体 系’领

域划分等各 方 面 进 行 了 探 索#但 是#至 今 似 乎 仍 未 解 决&
那么#问题纠缠的结点究竟在哪里) 笔者斗胆尝试 从 教 育

学的内部分类体系对学科教育学的发展做一梳理分析#希

望能以此请教于大方之家&

##一$结点之辨!分科教学 论 的 纵 向 直 线

发展和横向跨跃发展

##在 对 学 科 教 育 的 发 展 从 历 史 发 展 的 纬 度 做 一 纵 向 梳

理时#一般来说#基本上已 对$教 授 法***教 学 法***教 材

教法***分科教学论***分科教 育 学***学 科 教 育 学%这

一渐进发展规律达成了共识+见图G所示,&

图G#学科教育学体系发展历程图

就图G而言#从 着 重 实 际 操 作 的 教 材’教 法 探 究 到 全

面教书育人的学 科 教 育 学(从 分 科 到 整 合#从 教 学 实 践 到

理论体系的形成#学 科 教 育 学 的 发 展 历 程 线 索 清 晰’体 系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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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孙芙蓉%GHK#>&!女!浙江平阳人!讲师!上海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课程与教学论博士研究生"主要研

究方向为课程与教学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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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但是#外在 的 线 索 清 晰 是 否 表 明 内 在 的 脉 络 贯 通#
表面的体系完 整 是 否 确 证 内 在 结 构 的 严 谨) 特 定 的 研 究

对象是一门学科产生和存在的客观依据#我们不妨从各 阶

段的研究对象切入#再对图G做一分析.
第一阶段.教授法#研究教师$怎么教%(
第二阶段.教 学 法#研 究 教 师$怎 么 教%和 学 生$怎 么

学%(
第三阶段.教材 教 法#研 究 教 材 和 怎 样 根 据 教 材 进 行

教学(
第四阶段.分科教学论#研究各学科教学的理论(
第五阶段.分科教育学#研究各学科教育的理论(
第六阶段.学科 教 育 学#研 究 作 为 整 体 的 学 科 教 育 的

一般规律&
基于对这六个阶段的研究对象的分析#我们发 现 了 问

题.前四个阶段#研 究 对 象 都 是 教 学#而 从 第 五 阶 段 开 始#
研究对象从分科教学变为分科教育&这一变化#改 变 了 研

究对象#也 就 改 变 了 其 所 属 的 教 育 学 的 内 部 体 系&根 据

!学科教育论"的$教育 学 科 分 类 体 系 表%#教 学 论 属 于$分

别研究教育活 动 过 程 的 要 素%的 学 科 群#而 分 科 教 育 学 和

学科教育学则都属于$分别研究因教育内容不同而不同的

教育活动%#也就是说#在第四阶段的分科教学论到第 五 阶

段的分科教育学 的 发 展 中#出 现 了 一 个 横 向 跨 跃 的 过 程#
本属 于 教 学 活 动 的 分 科 教 学 论 并 没 有 向 着 其 上 位 学

科***学科教学 论+相 对 于 分 科 教 学 论 的 整 体 学 科 教 学

论#一般称为教学论,继续直线发展#而是直接从教学 活 动

分类体系跨跃到了教学内容分类体系+见图"所示,&

图"#分科教育学发展历程图

图"中用实线 表 示 对 于 学 科 教 育 学 的 发 展 历 程&我

们发现#原本在图G中呈直线纵向发展的学科教育学 发 展

历程现在在分科 教 学 论 到 分 科 教 育 学 这 一 块 出 现 了 横 向

跨跃#而也正是这 个 至 关 重 要 的 横 向 跨 跃#改 变 了 分 科 教

学论所属的分类体系#此时的学科教育学研究的不仅仅 是

具体的教法’学 法#而 是 全 面 地 教 书 育 人&这 是 一 种 根 本

性的质的转变#而 不 仅 仅 是 量 的 增 加(也 正 是 由 于 我 们 在

学科教育学发展 的 当 时 情 境 和 研 究 学 科 教 育 学 发 展 历 程

时仅仅只把这种 转 变 理 解 为 一 种 量 的 增 加 而 未 能 更 深 入

地发现其质的转变#从而#我们才会在研究中屡屡让$学 科

教育学仍停留 在 学 科 教 学 法 的 层 次 和 内 容%上#总 是 纠 缠

于分科教学论到分科教育学发展历程上的这个结点#难 以

让学科教育学真正深入研究它本身应该研究的对象.整 体

学科教育和分科学科教育&

##二$应有之义!教学论与 学 科 教 育 学 的

双向发展

##自分科教学论向分科教育学发展以来#学科教育学 形

成了自己的体系#但在实际研究中#又常常是$学科教 育 学

的学科特色不 够%#其 中 一 方 面 便 是$与 一 般 课 程 论’教 学

论界线不明%#这 就 涉 及 学 科 教 育 学 与 教 学 论 的 关 系&为

什么会界线不明呢) 再看图"的虚线部分#我们 便 一 目 了

然.前四阶段#学科教育学与教学论其实是明二实 一#本 是

一体性发展#是一 个 事 物#但 也 就 在 第 四 阶 段 到 第 五 阶 段

的转变中#分科教学论既可以实现从教学活动到教学内 容

的横向跨跃#也可 以 沿 教 学 活 动 直 线 纵 向 发 展#上 升 为 整

体性的教学论&同样如果不理清这个纠缠不清的 结 点#自

然会在研究中将教学论和学科教育学相混淆#用教学论 的

内容来套学科教育学&
更进一步说#由分科教学论分别向教学论和学 科 教 育

学发展#也正是分科教学论发展的应有之义&分科 教 学 论

有两个构成要 素.学 科 与 教 学&如 果 立 足 于 学 科#全 面 发

挥学科的功能#那么#学科必然走出教学的小范围#力 图 从

各方面发展学科对于人的教育功能#实现从教学到教育 的

转变#从而#分科教 学 论 必 然 走 向 分 科 教 育 学 乃 至 学 科 教

育学(如果立足于 教 学 功 能 的 发 挥#分 科 教 学 论 也 必 然 挣

脱各学科的樊篱#在发展分科教学论的同时也力图走向 属

于一般性教学原则’规律’方法的整体教学 论&可 以 说#分

科教学论是一个原点或基点#从它不同的特性发展出的 不

同发展路线本是 符 合 其 自 身 发 展 之 义 的#而 对 我 们 来 说#
则应由外部发展线索进而把握内在脉络#从而沿着各自 的

路线#牢牢把握 其 研 究 对 象#真 正 做 到$花 开 两 朵#各 表 一

枝%#让学科教育学和教学论都有其自己的学科特色#并 行

不悖#互不混淆但 又 相 得 益 彰#这 正 是 把 纠 缠 不 清 的 结 点

变成了具有生命力的节点&

##三$满园春色!分科教育 学 的 个 性 发 展

与整体学科教育学和分科教育学的和 谐 发

展
##从结点到节点#分科教育学本应能获得自己蓬勃的 生

命力#以本学科为核心#全面发挥本学科在教育中 的 作 用#
然而#又是在这个 结 点 问 题 上#另 一 些 人 尽 管 注 意 了 教 学

和教育的不同#但 却 忽 视 了$学 科%是 其 转 变 的 要 素#从 而

在实现了分科教学论到分科教育学的横向跨跃时#未能 真

正把握各学科的特点#发展出较为成熟的基于各学科的 分

科教育学#反 而 使$各 学 科 教 育 学 之 间 也 界 线 不 明%&由

此#这种$界线不明%的分科教育学又容易同研究学科教 育

一般规律的整体性学科教育学混杂不清#从而造成了学 科

教育学这一领域中的混杂局面&
因此#在学科教 育 学 领 域 中#我 们 首 先 应 在 由 分 科 教

学论到分科教育学的转变中#发展出各具本学科特色的 分

科教育学#然后#在 向 上 发 展 过 程 中 归 纳 分 科 教 育 的 共 同

规律#形成整体学 科 教 育 学#并 且 时 刻 注 意 处 理 好 各 分 科

学科教育学之间’分 科 教 育 学 与 学 科 教 育 学 的 关 系#实 现

个性充分发挥#整 体 指 导 个 体#个 体 充 实 整 体 的 互 动 谐 和

的关系&于是#学科 教 育 学 便 是 个 大 花 园#各 分 科 教 育 学

便是园中的鲜花#我们的学科教育学的大花园中便满园 春

色#生机盎然&#"下转GF$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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