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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论与方法

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构建的

逻辑框架与实践构想

张　姝，朱　艳，李　森

摘要：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是对中国教育教学实践现象、规律及其内在

关系的深刻概括与抽象提炼，具有根基性、统摄性、自主性、原创性等特征。中国

教学论概念构建过程中凸显概念依附、概念悬浮、概念交织等问题，因此，构建中

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应以 “本土为基”为逻辑起点、“实践为本”为逻辑遵循、

“体系为方”为逻辑指向，通过不断深化研究主体意识，明确概念提炼与发明的两

大路径，以树形结构、阶梯状结构、网状结构构建标识性概念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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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对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形成

国际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

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

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

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

理论和概念。”［１］２４这一重要论断为中国特色教学

论学科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指明了发展方向。

概念是教学论学科的基本组成部分，它是研究者

在详细占有大量教学现象材料的基础上，经过思

维抽象形成的对教学现象中内在基本联系的认

识。［２］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特色教学论

学科体系建设，必然有赖于具有鲜明中国特色、

能够准确反映中国教学实际与经验的标识性概念

的提炼与打造。这些标识性概念不仅有助于完善

和深化中国教学论自主知识体系、学术体系、话

语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坚实的理论支撑和

实践指导，同时也有利于反思和批判西方主导的

教育学学术话语的意涵、结构、逻辑与意识，突

破与超越西方教育学能指的本质和逻辑限度［３］，

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因此，厘清中国特色教学

论标识性概念构建的逻辑与路径，是当前亟待研

究的关键课题。

一、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内涵与

特征

明确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内涵与特

征，是构建标识性概念及体系的前提。

（一）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基本

内涵

在概念体系中，概念可依其在整体概念体系

中的地位、作用划分成不同类型，标识性概念正

是在此逻辑上提出的一种类型化概念，其本身是

一个用来考察、分析、研究概念关系的概念，也

可以说是一种概念研究视野和方法，旨在帮助人

们理解概念体系中各概念的实质含义、地位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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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功能特征。［４］２１理解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

念，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把握。

一是从概念本身来把握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

性概念的一般内涵。首先，概念是对象之所是的

回答，是反映对象本质特征、内在规定性的一种

思维形式、符号形式［４］２１，它概括了事物的一般

或本质特性。从组成来看，概念通常由对象、符

号 （词汇）、意义及场域四要素组成。［５］７２从结构

来看，概念具有三层意蕴：实指，即概念所指向

的对象；所指，即概念符号化表达的意义；限

指，即概念实指与所指间具有一种历史的因果约

定关系。换言之，概念是人类对事物认识水平的

反映，会受具体场域情境和价值观念的影响。［６］

实指、所指、限指三者同一程度越高，概念就越

准确。从功能来看，概念具备构筑 “世界图景”、

构建 “概念系统”、塑造 “观念体系”三重功能，

分别对应人类思维的认知、理解与行为规范。［７］

其次，标识性概念是在概念体系中扮演 “标识”

角色的特殊概念。通常，“标识”是用于揭示事

物独有特征，作为识别和区分事物的记号或符

号。因而，标识性概念的核心价值在于其具备

“识别”与 “区别”的双重功能。基于此，中国

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是指那些能够精确反映并

凸显该理论体系核心个性特征的概念。这些概念

紧密关联于中国的教学现象、规律与实践 （实

指），以中文符号为载体 （所指），充分展现了中

国教学论独特的教学思想与基本观念 （限指）。

其中，它的 “识别”功能表现在其具有鲜明的中

国特色，体现中国 “情境—价值”，富含中国精

神、价值观与教育理念。而 “区别”功能则是其

体现出典型的教学论学科逻辑、学科价值，使之

与其他理论体系相区分。

二是从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构建的作

用来把握其特殊内涵。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

念的构建旨在构建中国自主的教学论体系，通过

“标识性概念”彰显中国特色，突出中国观念、

中国理论的风格与气派。概念是知识体系的基本

构成单元，范畴、命题、原理等均依托概念而得

以建立。因而，要构建中国自主的教学论体系，

最基础的工作是创制教学论自身的标识性概念体

系。过往 “中国教学论研究走的是一条 ‘拿来主

义’的道路”［８］，概念构建多为 “拿来”与 “比

照”，或是 “发现”与 “解释”。这种范式预设了

西方教学论的先在性和一般性，人为地削弱了概

念 “实指、所指、限指”的同一性，以至于在进

行跨文化交流时，我国教学论处于 “有理说不

清”“说了传不开”的话语窘境。这种用源自他

国历史传统和教学实践的概念体系来套裁中国教

学的现象，往往导致经验难以迁移、理论与实践

脱节，既不能充分体现中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独

特贡献，也无法有效推动中国式现代化教学事业

的繁荣发展。因此，提炼和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

教学论标识性概念，对于构建中国教学论自主知

识体系具有深远的意义和价值。

基于以上认识，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

是对中国教育教学实践现象、规律及其内在关系

的深刻概括与抽象提炼。它们不仅构成了中国特

色教学论独特的思维体系与理论框架，而且是理

解和把握中国教育教学本质特征的关键钥匙。中

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具有以下三重意蕴：其

一，标识性概念根植中国实践土壤，是中国教学

实践的高度概括与理论抽象；其二，标识性概念

体现中国思维方式，是中国教学实践哲学的经验

与智慧结晶；其三，标识性概念反映普遍教学规

律，是体现教学学科性质及理论体系的中国

答案。

（二）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主要

特征

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除具有特殊性、

普遍性、稳定性、发展性等一般特征，从地位作

用与知识生产角度出发，还具备以下特征。

其一，根基性。标识性概念在知识生产、理

论创建、知识体系构建中占据了 “基石中的基

石”的地位［４］２５，根基性是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

性概念最基础的特征之一。首先，标识性概念最

重要的作用就是定位与定性，是构建中国教学论

体系的根基。根基定位在什么地方，用什么性质

的材料制作，就决定了中国教学论大厦的可能形

态与大致面貌。其次，标识性概念不仅是概念体

系的标识，也是理论体系、知识体系的标识。通

过标识性概念，可以区分不同学科的理论体系、

知识体系，也可以将同一学科的不同理论体系、

知识体系的概念相区别。这意味着，标识性概念

是统领、组织其他概念的中心概念，其他概念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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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标识性概念为中心来形成概念体系或概念网

络系统。因此，只有具备了标识性概念，中国特

色教学论才有构建自身体系的真正基础或基点。

其二，统摄性。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

的核心作用在于统领与整合其他教学概念，其他

概念均源自标识性概念的衍生、派生、延

伸［４］２５，因此统摄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从

根本上讲，标识性概念是其他一般概念的逻辑起

点，其他概念都是对标识性概念的细化与深度解

析。进而言之，那些与标识性概念越接近的概

念，其重要性往往越凸显；反之，则相对次要。

标识性概念内涵持续深化与外延不断扩展的过

程，实际就是概念体系的生成、构建与完善的过

程，也是中国特色教学论学科体系建设、扩展的

过程。因此，通过标识性概念，我们不仅能够提

纲挈领地概括中国教学论的核心思想与独特风

貌，还能更清晰地洞察教学论体系的内在逻辑与

结构。

其三，自主性。在知识生产过程中，不同类

型的概念形成不同性质的知识体系，移植性概念

形成依附性知识体系，自主创制概念形成自主知

识体系［５］７３，所以自主性是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

性概念的核心特征。标识性概念的自主性体现在

其构建的全过程，表现为中国特色教学论研究逐

渐摆脱外部因素的限制与约束，实现内部和谐统

一，进而达成教学论学科建制上 “不依附他者”

的自主状态。由此观之，追求自主性的历程，也

是教学论学科自我主体性构建与强化的过程。在

此过程中，避免知识体系外部力量的干扰，减少

教学论对心理学、哲学等其他学科以及西方教育

教学理论的依赖，同时构建学科内部的共识性研

究范式等，都是不同时空情境中教学论自主概念

构建需要面对并解决的问题。

其四，原创性。概念的 “原创性”是指历史

性地赋予概念以新的思想内涵、时代特征及文明

价值。［７］原创性的实质在于实现 “术语的革命”，

它通过为人类提供新的世界图景、思维方式和价

值观念，成为自主创制概念的核心灵魂及外在表

现。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深植于中国特有

的教学实践，并在中国本土文化环境中孕育而

生，具备强大的解释力与生命力，是真正意义上

的自主原创概念。这些标识性概念不仅承载着深

厚的思想内容和价值取向，还继承与发展了中国

传统教育思想的精髓，富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历

史渊源。因此，原创性不仅是中国特色教学论标

识性概念的核心特征，更是此学科自主性的精髓

所在。

二、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构建的逻辑

框架

“以中国为方法”构建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

性概念，是教学论研究者必须正视的方法论问

题。“以中国为方法”的理论构想是 “在学术话

语的整体观念与方法上重新构建一个中国”［９］，

强调研究中国问题必须将中国的情境、价值和历

史作为一种审视世界的 “方法”，进而在认识论

层面打破西方学术的话语霸权，转向一种以中国

为视角、以世界为图景的现代学术构建逻辑。［１０］

基于此，本文 “以中国为方法”，在反思我国教

学论学科发展问题的基础上，从逻辑起点、逻辑

遵循与逻辑指向出发，系统厘清中国特色教学论

标识性概念构建的逻辑框架。

（一）逻辑起点：本土为基，映鉴世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经历了从

模仿译介西方国家的理论，到扎根本土的实践探

索，再到理论与实践对话的发展阶段，已初步形

成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学科体系的雏形，但还

存在理论水平有待提高、实践解释力薄弱、缺乏

国际话语权等问题。［１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当

前我国教学论学科的概念构建主要还是以西方知

识体系为参照，概念、方法、工具甚至研究议题

也大量来自西方。一方面，概念具有 “先占法

则”，首先提出具有影响力的定义或解释的研究

者或国家，往往会占据该领域或现象的话语权。

研究者正是通过概念的 “先占法则”确立对特定

现象的 “定义权”和 “解释权”，加之我国对概

念构建的 “自觉性”晚于西方，因而尽管我国很

早就形成了诸如 “因材施教”“教学相长”等意

涵丰富的教学思想和智慧，但现代意义上的教学

论学科建制却受制于西方。另一方面，概念具有

“文化—情境”性，在将其从一种文化移植到另

一种文化过程中，必然存在跨文化效度的问题。

教学论是关于事理的研究，其理论概念本身蕴含

了一定的价值取向。因此，将带有西方文化烙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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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理论概念直接 “移植”到我国的教学实践中，

除可能因翻译造成的理解偏差外，这些概念跨文

化的适用性和解释力也会受到广泛的质疑。

总之，概念依赖 “进口”而非本土创造，是

造成概念跨文化解释效力低、国际话语权缺乏的

根本原因。当前，我国正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

台中央，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知识体系、

理论体系及话语体系是历史的大势所趋。如果我

们不重视对中国丰富实践的学术 “占领”，一旦

这些领域成为他人知识生产的 “领地”，我们的

学术研究就会处于被动的跟随状态。［１２］因此，以

本土为基，正确处理本土与外来的关系，是中国

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构建的逻辑起点。

（二）逻辑遵循：实践为本，自主创建

诚然，西方先进理论对我国教学论学科建设

的推动作用毋庸置疑，但同时也带来了 “双刃

剑”效应。［１３］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教学论学科

在几十年间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的蜕变。

这一成就，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对西方先进教学

理论的积极移植与深入借鉴。然而，这也使我们

付出了巨大代价。一方面，概念具有实践情境

性，过度的移植与借鉴直接导致我国教学论理论

与实践相脱节。现代教学论是伴随 “西学东渐”

“中体西用”思潮进入中国的，是中国主动应对

时代危机与社会变革的产物。虽然这快速促进了

我国教学论学科发展，但总体上缺乏 “自我意

识”，使得我们的研究与教学实践相脱节。大量

“舶来”的教学论概念对本土教学现象和问题的

解释力显得不足，难以有效指导我国本土教学实

践改进。另一方面，本土化教学概念的缺失则是

加剧我国教学论理论与实践区隔的又一关键因

素。长期以来形成的依赖思维和学徒心态，依然

束缚着我们的教学研究。尽管我国涌现出一大批

致力于教学本土化的专家、学者，但总体上仍存

在本土概念凝练不够、实践经验挖掘不深、对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及创新不足等问题。此外，

部分研究者重高深理论、轻实践，而教学实践者

重应用、轻理论，这种双向偏颇进一步加深了我

国教学理论与实践之间的鸿沟。［１３］

显然，概念悬浮脱离实践，是我国教学论难

以有效指导教学实践发展的根本原因。有学者指

出：“‘有意义的’教育思想必须基于实践，对中

国教育真正具有引导力的思想最终只能形成于本

土境脉与本土实践之中。”［１４］可见，中国教学实

践不仅是孕育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源

泉，也是其构建的根本指引，还是衡量这些概念

正确性与有效性的核心标尺。因此，“以中国为

方法”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标识性概念，

必须遵循实践的逻辑，通过深入中国教学实践，

实现理论从实践中生发，再回归指导实践的良性

循环。

（三）逻辑指向：体系为方，彰显价值

如果说标识性概念是构建中国特色教学论学

科大厦不可或缺的砖石，那么科学的理论体系便

是支撑这座大厦的坚实框架。没有砖石，大厦无

从建起；仅有砖石而缺乏框架设计，则难以成就

宏伟建筑。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教学论本土化

的快速发展，概念交织不清的问题也日益凸显。

究其原因，在于概念尚未进行系统化、学理化的

整合，以致出现生造概念、滥用术语等现象。其

一，尽管随着中国教学实践的日益丰富和深入，

我国学者已经积累了大量独具中国特色的教学经

验，如李吉林的情境教学实验、邱学华的尝试教

学实验等。然而，当前这些标识性 “概念”多源

自个别或局部的成功经验，尚须进一步深化论证

厘清概念边界。其二，由于缺乏体系化构建的自

觉意识，大量源自实践的概念往往处于孤立状

态，彼此之间联系松散，难以凝聚成推动学科发

展的强大合力。这种缺乏体系的零散概念，既无

法相互支撑构建起知识宏伟大厦，也缺少体系作

为保护伞来 “遮风避雨”，在 “知识市场”的激

烈竞争中，往往显得势单力薄，容易陷入 “自说

自唱”的境地，最终可能 “自生自灭”。［１５］

成 “体系”是标识性概念构建的根本逻辑指

向。标识性概念的构建过程，必须深入中国教学

实践的广阔语义场，依据严谨的逻辑关系，将孤

立、零散的概念逐一联结，使之从 “概念孤儿”

成长为紧密相连的 “概念家族”。值得注意的是，

实际上每个完善的标识性概念背后都是成体系的

意义与概念系统，而非孤立无援的学术符号。同

时，中国特色教学论体系作为一个多层次、多维

度的复杂系统，不同层次概念均承载着独特的认

知功能和解释作用，都有着能够代表该层次核心

特征和独特价值的标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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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构建的实践

构想

作为深化教学理论本土化与创新发展的核心

任务，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构建不仅是

对传统教学理论的继承与超越，而且是面向未来

教育变革的主动布局。在此，笔者主要从概念构

建的主体、过程及结构出发，旨在构建出一套切

实可行的方法路径。

（一）深化研究主体意识：树立大国学术自

信，坚守知识原创生产

意识引领行动。教学论研究者不仅需要端正

概念 “自主构建”的态度、提升概念 “本土原

创”的技艺，更应从 “文化自觉”的角度出发，

深入探索教学理论的本土化与国际化融合之路，

以应对世界、时代、历史变迁给教学论发展带来

的挑战，并主动回应教学论中国化的时代课题。

一是树立大国学术自信，形成世界格局视

野。理论自觉根植于深厚的学术自信。我国教学

论研究者应满怀底气、骨气与志气，致力于构建

自主且富有中国特色的教学论知识体系，彻底破

除对西方教育教学理论的盲目依赖。其一，要强

化自主意识。这需要研究者有意识地立足本土问

题与实践，发掘并创新本土理论。其二，要提升

理论自觉，深化理论反思能力。研究者须在全球

学术格局中明确定位中国教学论的角色，积极回

应国际议题，贡献原创性智慧，为本土教育实践

奠定坚实基础。其三，要自为地主动创造，能动

地进行学术创新。以开放心态融入全球议题，将

中国学术推向世界舞台，提升中国教学论在全球

学术话语中的影响力。当然，我国教学论研究者

从自主、自觉走向自为不仅需要研究者个人的努

力，还需要学术体制的支持、科研资源的保障及

国际合作的拓展。

二是坚守知识原创生产，深耕中国教学实

践。中国教学论要真正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研

究者必须自觉以中国为立足点，以时代为参照，

深耕中国教学实践，自主创造中国特色教学论标

识性概念体系。一方面，研究者应坚守知识原创

生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跟在别人

后面亦步亦趋，不仅难以形成中国特色哲学社会

科学，而且解决不了我国的实际问题。”［１］１９概念

构建的价值正是在于它能够引领人类对世界、自

身及人与世界关系的理解。中国特色教学论研究

者应勇于探索、敢于创新，为构建中国自主教学

论知识体系贡献力量。另一方面，研究者应深耕

中国教学实践。教学论研究者应以中国问题为导

向，聚焦新时代教学改革中的关键议题与挑战，

通过 “两个结合”的策略，深刻揭示中国式教育

现代化的独特道路与实践模式，推动中国教学论

体系的守正创新，为全球教育贡献中国智慧。

（二）明晰概念构建过程：中国特色教学论

标识性概念构建的两大路径

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构建过程本身

就蕴含实现概念 “术语革命”的意涵，因而其构

建过程是极其艰难的。按构建方式划分，概念构

建主要有两条路径：实践归纳与逻辑演绎。与之

对应，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构建也有两条

路径，分别是概念提炼与概念发明。

其一，从实践经验到标识性概念的概念提

炼。概念提炼是标识性概念构建的主要路径，其

是以中国本土教学实践为概念提炼基础。首先，

发现标识性教学实践。回归课堂教学，捕捉、发

现具有中国特色的标识性教学实践。其次，总结

反思实践问题与经验。对标识性教学实践进行反

思、总结、概括、凝练，以提炼教学中的实践

“经验”和学理性 “问题”。再次，标识性经验概

念化、学理化。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指

导，结合中国的历史文化，将中国教学的 “问

题”与 “经验”放置于世界教学的发展格局中进

行审视，提炼出具有世界视野和中国特色的教学

论标识性概念；另一方面，在进行概念化的同

时，也不断地与现有概念进行比较、分析和逻辑

论证，以厘清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边

界。最后，标识性概念推广与延展。一方面，将

标识性概念深度融入课堂教学实践中，以推进中

国式教学的现代化进程；另一方面，在广泛实践

中不断深化标识性概念的理解，并通过多种渠道

在学科内外普及，同时积极开展跨国交流与对

话，以拓宽国际视野与影响力。

其二，从理论演绎到标识性概念的概念发

明。概念发明是构建标识性概念体系不可或缺的

重要补充，其往往直接关联 “理想”教学追求。

概念发明遵循从理论到实践的路径，通过严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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逻辑推导，从而有意识地创建既符合本土实际又

具备前瞻性的标识性概念。第一，基于中国 “情

境—价值”的概念创造。研究者从中国教学情境

出发，扎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沃土中，并立足新

时代中国教学实践的广阔舞台与世界教学发展的

宏观视野，直面新一轮科技革命、社会变革等冲

击给教学带来的新挑战与新问题，在传承与创新

中构建出新的中国特色教学论原创概念。第二，

概念与概念对话的互动反思。将原创概念与已有

概念进行对话与比较，进一步厘清其独特价值、

适用范围及潜在影响。第三，理论与实践往返间

的标识性概念生成。将原创概念置于实际教育情

境中，一方面，与丰富的教育经验相互印证，不

断修正和完善概念；另一方面，针对具体的教学

实践问题进行深入的剖析与解决，使概念在应用

中不断得到验证和提升。由此实现概念与教学实

践间形成循环互动，既推动教学实践的发展，又

促进概念的广泛传播与深入影响。此外，还须进

一步在跨学科与跨国际的交流与对话中拓宽概念

的影响力，使具有中国特色的原创概念得以转化

为标识性概念。

（三）完善体系结构模型：系统搭建中国特

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谱系

在构建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的同时，

须将标识性概念自觉进行 “归位”，以形成一个

逻辑清晰、内容丰富的标识性概念谱系。需要说

明的是，概念体系化的结构方式映射的是人类认

知的框架，并无定式可循。本文无意且也不可能

提供一个确定无疑的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

结构，而是尝试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初步的探索

与讨论，以求教于方家。

其一，概念体系化的树形结构方式。树形结

构是厘清庞杂概念体系的一种有效且常用的方

式。这种方式着重从 “元概念”出发，通过严谨

的逻辑比较和归纳，将其他相关概念逐一连接，

从而构建出一个庞大且有序的概念体系。在此过

程中，找准 “元概念”既是难点也是关键。通常

情况下，教学论是从 “教学”这一 “元概念”开

始，逐步演绎出教学目标、教学内容、教学过程

等系列概念，由此形成庞大的概念体系。中国特

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体系不应该局限于此。中国

特色教学论的 “元概念”应凸显中国与西方教学

思想理论的本质区别，并作为统领中国特色教学

论标识性概念体系构建的核心，贯穿教学论研究

的全环节。笔者认为，“立德树人的教学”正是

这样一个 “元概念”，其不仅是中国共产党教育

方针的核心要义，也是教育的根本任务，更是发

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事业的关键所在，其思

想根源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在中国共产党教

育事业发展的百年历程中不断孕育与成熟。［１６］因

此，可以从 “立德树人的教学”出发，以树形结

构构建中国特色教学论标识性概念体系。

其二，概念体系化的阶梯状结构方式。阶梯

状结构强调概念之间的层次性和递进性。该方式

侧重将概念分为不同的层次或阶段，并深化层次

内与层次间概念的逻辑关联，实现概念逐层递

进。比如，构建教学论概念体系，可以将概念分

为基础概念、支撑概念和延伸概念三个层次。基

础概念是教学论研究的核心和基础，构成了整个

概念体系的基石；支撑概念是对基础概念的进一

步阐释和拓展，为教学论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

理论支撑；延伸概念则是在基础概念和支撑概念

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具体概念或指标，可以用于

描述和分析具体的教学现象和问题。通过阶梯状

结构方式，可以更清晰地看到教学论标识性概念

体系的全貌和各个层次之间的逻辑关系。以我国

第九次课程改革以来教学论研究中涌现的部分热

点概念为例，如立德树人、核心素养、大单元教

学、大概念教学、大观念教学及跨学科教学等，

其中，立德树人是基础概念，核心素养则为支撑

概念，而大单元教学、大概念教学、大观念教学

及跨学科教学则属于延伸概念。

其三，概念体系化的网状结构方式。网状结

构强调概念之间的相互关联性和广泛联系性。这

种概念体系化的结构方式，主要是将概念分为三

个层次：中心层、中间层和外围层，由此对概念

进行联结。首先，中心层概念是明确中国特色教

学论学科性质与边界的核心概念，是 “标识中的

标识”。这一层直接触及 “教和学”的本质，是

人们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教学论学科思想脉络、

内在逻辑与主要观点的关键所在。其次，中间层

概念则是围绕中心层概念展开，是保证中心层概

念得以实现的重要支撑。这些概念大多源自中国

传统教学理论中 “师与生”“性与习”“课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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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与思”“知与行”这五大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

系。最后，外围层概念则是将中心层概念在实际

操作层面具体化的概念。外围层是在马克思主义

理论和中华优秀传统教育教学文化的指导下形成

的，包括具体教学法、教学模式及与之紧密相关

的实施体系、保障体系等内容。值得注意的是，

如何准确界定概念归属层次，以及层次划分标

准，是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复杂问题。

参考文献：

［１］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 （２０１６

年５月１７日）［Ｍ］．北京：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６．

［２］徐继存．教学论学科中的概念问题 ［Ｊ］．当代教育与

文化，２０１１（１）：４６．

［３］赵梦雷，姜朝晖．面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教育学自主

知识体系建构 ［Ｊ］．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２０２４

（４）：４０４１．

［４］杨保军．当代中国新闻学的 “标识概念”：实质特征

与地位作用 ［Ｊ］．编辑之友，２０２３（１２）：２０２７．

［５］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

［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５）：７２８９．

［６］颜青山．概念教学论 ［Ｊ］．教育理论与实践，１９９４

（６）：１９．

［７］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

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 ［Ｊ］．中国社会科学，２０２４

（７）：３９．

［８］李森，赵鑫．中国教学论学科发展的反思与建设

［Ｊ］．中国教育科学，２０１３（３）：１５０．

［９］许纪霖．以中国为方法，以世界为目的 ［Ｊ］．国外社

会科学，１９９８（１）：５４．

［１０］沟口雄三．作为方法的中国 ［Ｍ］．孙军悦，译．北

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１１：１３０１３３．

［１１］张勇，徐文彬．中国特色教学论话语体系的发展脉

络及影响因素分析 ［Ｊ］．中国教育科学，２０２２

（５）：４７．

［１２］孟照海．以中国教育学知识体系支撑教育强国建设

［Ｎ］．中国社会科学报，２０２３０８３１（４）．

［１３］吕晓娟．教学论研究的中国化之路：样态、困境与

使命 ［Ｊ］．课程·教材·教法，２０２４（８）：４６．

［１４］吴康宁．“有意义的”教育思想从何而来：由教育

学界 “尊奉”西方话语的现象引发的思考 ［Ｊ］．教

育研究，２００４（５）：１９．

［１５］徐勇．成体系的概念构建：特性与路径 ［Ｊ］．理论

月刊，２０２４（２）：８．

［１６］朱旭东，刘乔卉．立德树人概念的百年溯源与实践

探索 ［Ｊ］．中国教育科学，２０２４（３）：７９．

（责任编辑：孟宪云）

犔狅犵犻犮犉狉犪犿犲狑狅狉犽犪狀犱犘狉犪犮狋犻犮犪犾犆狅狀犮犲狆狋犻狅狀狅犳犐犮狅狀犻犮犆狅狀犮犲狆狋犆狅狀狊狋狉狌犮狋犻狅狀

犻狀犜犲犪犮犺犻狀犵犜犺犲狅狉狔狑犻狋犺犆犺犻狀犲狊犲犆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狊狋犻犮狊

ＺｈａｎｇＳｈｕ，ＺｈｕＹａｎ，ＬｉＳｅｎ

犃犫狊狋狉犪犮狋：Ｔｈｅｉｃｏｎ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ｏｆ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 ｗｉｔｈ Ｃｈｉｎｅｓ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ｉｓ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ｇｅｎｅｒ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ｏｆｔｈｅ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ａ，ｌａｗａｎｄｉｎｈｅｒｅｎｔ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ｏｆＣｈｉｎｅｓ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ａｌａｎｄ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ｎｄｈａｓｔｈｅ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ｏｆｒｏｏｔ，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ａｕｔｏｎｏｍｙａｎｄ

ｏｒｉｇｉｎａｌｉｔｙ．Ｉｎｔｈｅｐｒｏｃｅｓｓｏｆ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Ｃｈｉｎｅｓｅ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ｓｓｕｅｓｓｕｃｈａｓｃｏｎｃｅｐｔｕａｌ

ａｔｔａｃｈｍｅｎｔ，ｓｕｓｐｅｎｓｉｏｎ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ｗｅａｖｉｎｇｂｅｃｏｍｅｐｒｏｍｉｎｅｎｔ．Ｔｈｅｒｅｆｏｒｅ，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ｉｃｏｎ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ｈｏｕｌｄｔａｋｅ“ｌｏｃａｌｉｚａｔｉｏｎａ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ｓｌｏｇｉｃａｌｓｔａｒｔ，“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ａｓ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ａｓｌｏｇｉｃａｌ

ｆｏｌｌｏｗｕｐ，ａｎｄ“ｓｙｓｔｅｍａｓ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ｓ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ｉｒ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ｄｉｔｉｓ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ｔｏｄｅｅｐｅｎ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ｓｕｂｊｅｃｔ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ｃｌａｒｉｆｙｔｈｅｔｗｏｍａｉｎｐａｔｈｓｏｆｃｏｎｃｅｐｔｒｅｆｉｎｅｍｅｎｔａｎｄ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ｎｄ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ｃｏｎｉｃ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ｙｓｔｅｍｔｈｒｏｕｇｈｔｒｅｅ，ｌａｄｄｅｒａｎｄｎｅｔｗｏｒｋ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犓犲狔狑狅狉犱狊：ｔｅａｃｈｉｎｇｔｈｅｏｒｙ；ｉｃｏｎｉｃｃｏｎｃｅｐｔ；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ｓｙｓｔｅｍ；ｒｅｇａｒｄ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ｍｅｔｈｏｄ

·７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