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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研究

我国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迷失与回归

张增田，郝媛媛

摘要：我国教学论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是指立足中国本土教学实际，以中国

文化孕育的思维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方法论来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教学，而形成

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典范性的、经受住时间检验的成功实践、理论成果和教学论话

语。“中国经验”数量颇丰且在世界教学领域中享有盛誉，理应是我国教学论教材

的核心内容。然而，受多元哲学主义引介的冲击、自我矮化的学术情结、外求的思

维习惯以及 “中国经验”供给力式微的影响，“中国经验”在教材中处于迷失状态，

主要表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自觉度与成熟度下滑、西学 “尊”而中学 “卑”、

厚域外而轻本土。为促进 “中国经验”在我国教学论教材中的回归，应乐用并善用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巩固其指导教学论教材建设的主导地位；强化教学论学术自

信，增强对中国本土教学论的认同与信赖；以 “中国经验”为主导，形成注重内求

的教学论教材建设思维；聚焦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传统，促进 “中国经验”

自主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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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论教材是我国大学教育学科人才培养的

重要教学之材，是面对中国实践、关注中国教学

实际、解决中国教育教学问题的教学用书。因

此，从理论上讲，我国教学论教材基于的是中国

教学实践，传递和传授的是 “中国经验”，体现

着强烈的本土性、民族性和中国性。然而研究发

现，当下我国教学论教材对 “中国经验”的书写

却明显地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问题。这无疑不利于

中国特色教学论教材建设，更不利于教学论教材

育人价值的发挥。这种状况已引起不少研究者的

关注和焦虑，大家普遍认为，我国教学论教材的

现状必须改变，“中国经验”的回归势在必行。

一、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本质及特征

（一）何为教学论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

“教学论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为典型的

复合概念，包含 “教学论”和 “中国经验”两个

核心要素。在这里，“教学论”是对该类教材的

统称，它限定了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学科属性

和学科特质。“中国经验”最初用于指称中国顺

利应对改革开放以来一系列难题所采取的成功做

法，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攀升，“中国经验”

逐渐成为国际社会了解、探究中国当代社会的基

本锁钥［１］，后被内化到研究领域成为学术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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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认识和阐明 “中国经验”，我们不妨

先从什么是 “中国”与什么是 “经验”说起。

研究表明，“中国”一词所指称的不仅是地

理或地域，它更是一种立场、一种视角及方

法。［２］首先，“中国”是一种立场。立场即 “站立

位置”，也即观察和思考问题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所谓中国立场，一是指以中国而不是以西方为出

发点。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强调的，“我们研究中

国就要拿中国做中心，要坐在中国的身上研究世

界的东西”［３］。以中国为出发点，就是强调观察

和思考问题要基于中国的实际情况，以中国本土

的理论框架与话语体系为起点，而不是用西方理

论对中国自身的历史、实践和理论经验加以套

裁。二是以中国而不是以西方为目的。以中国为

目的意在探寻与构建中国特色理论体系，向人类

文化大家庭中贡献 “中国”所独有的那份经验与

理论。其次，“中国”是一种视角及方法。所谓

中国视角，是指发现和挖掘 “中国问题”与中国

本土特殊性经验的独特眼光。中国视角就要求我

们用自己的眼睛去捕捉那些被忽视掉的、却是重

要的中国本土内容。以中国为方法，即以中国的

历史经验和文化思想作为审视自身的研究新路

向，在中国历史的内部逻辑中建立观察点，依托

中国独特的价值、文化和环境去了解中国。［４］

所谓 “经验”，是指具有典范性的、被验证过

的实践做法、理论成果及话语表达。综合爬梳

《汉语大词典 （第９卷）》《新华字典》《现代汉语

词典》 《现代汉语大词典》 《现代汉语辞海 （上

册）》中对 “经验”一词的界定，可归纳为以下

三种解释：一是指亲身经历；二是指由实践得来

的知识或技能；三是指理性认识或经过实践反复

检验过的科学结论。可以看出，“经验”一词的内

涵实际上横跨了实践和理论两个层面，既包括实

践中的具体做法，也包括对实践进行理性反思后

形成的理论成果及话语表达。通过对 “经”“验”

词源的进一步考察，我们发现，经验具有两个特

征：典范性和被证实性。“经”同 “经”，最初指

织机上的纵线，凡织经静而纬动，由此引申出义

理、准则、标准之意。正如刘勰 《文心雕龙》中

所言 “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这就体现

出 “经”字所内含的典范性、经典性等特征。

“验”从马从佥 （其中 “佥”指两侧、两面），意

为从马的两边观察马的状态，即效验、考察、证

实，旨在强调 “是经过验证的”。故当二者组合在

一起时， “验”赋予了 “经”一层检验、证实

之意。

综上所述，“中国经验”是指从中国这一独

特的立场、视角及方法出发，自主生成的一系列

实践、理论及话语表达。具体而言，即立足中国

本土实际，从中国自身的历史逻辑、思维方式和

感受方式去思考和理解中国，所形成的具有中国

风格的、典范性的、经受住时间检验的实践成

果、理论认识及表达方式 （话语）。

至此，我国教学论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可

表达为：教学论相关主体立足中国本土教学实

际，以中国文化孕育的思维传统和马克思主义哲

学方法论来思考和理解中国本土教学，而形成的

具有中国特色的、典范性的、经受住时间检验的

成功实践、理论成果和教学论话语。

（二）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特征

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具有鲜明的 “中

国”特征，即属中国、为中国。

属中国。教学论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具有

浓郁的中国底色，其植根于中国社会、文化、历

史及学术传统中而非西方。［５］第一，中国经验生成

于中国本土而非植入中国本土。中国经验以中国本

土鲜活的教育现实与教学问题为生成起点，是来自

中国实践、立足中国国情的，深深地扎根于中国大

地。第二，中国经验是中国本土文化思维方式的产

物。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和形成了重体验、重归纳、

重辩证综合、重整体宏观［６］的本土教学研究方法

论，中国经验正是运用中国式思维方式思考教学问

题的结果。第三，中国经验内含本土学术智慧果实

的基因。以生命·实践教育学为例，其综合吸收

借鉴了儒、道、墨古代哲学思想、陶行知 “生活

教育”以及梁漱溟 “道德人本主义”等思想。［７］

为中国。教学论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以中

国本土教学问题的解决为旨归，呈现鲜明的 “以

中国为目的”之特征。这是由教学论中国经验的

生产逻辑所决定的，为化解教育教学实践中所出

现的难题或困境，相关主体从理论、实践层面去

探索、去寻求解决之道，从这些成功做法中提炼

出的宝贵实践经验以及形成的理论新认识，最终

便凝聚为教学论 “中国经验”。譬如，为促进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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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办教育，便诞生了陶行知的小先生制；为克服

师资力量薄弱、教学秩序难以维持等问题而产生

了杜郎口教学模式；为提升学校办学活力而孕育

了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制度。

二、我国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迷失的

主要表现

从 《学记》《论语》中的教育思想到科举制、

朱子读书法再到陶行知生活教育思想、廉方教学

法的提出，“中国经验”不断涌现。后随着我国在

教育领域中确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指导地

位，王策三、李秉德、李吉林等一批现代学者接

续创造了丰富的马克思主义教学论 “中国经验”。

“中国经验”不仅数量颇丰，而且在世界教学领域

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比如：“不愤不启，不

悱不发”的启发式教学思想在世界范围内享有盛

誉，《学记》是世界上最早专门论述教育和教学问

题的论著，李吉林的 “情感与认知结合理论”填

补了中国乃至世界教学论的空白［８］， “双基教学

观”是对世界教育理论发展的一大贡献，等等。

然而不知从何时起，中国经验慢慢被教材淡

忘了、遮蔽了。换句话说，“中国经验”在我国

教学论教材中处于迷失状态：马克思主义哲学运

用的自觉度与成熟度下滑；西学 “尊”而中学

“卑”；厚域外而轻本土。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自觉度与成熟

度下滑

随着西方思潮的不断涌入，教学论领域呈现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流意识形态与西方多元文化并

存的局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一定程度上面临学

科中 “失语”、教材中 “失踪”等困境［９］２８。自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以来，我国教学论教材中马克思

主义哲学运用的自觉度与成熟度基本呈下降

趋势。

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自觉度减弱。教

材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自觉度可外显为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观点的引用和注释，因为引用和注

释在一定程度上体现的正是编者的研究立场、视

域和思维方法［１０］６。也就是说，教学论教材中相

关引用和注释数量的多少，某种意义上是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运用的自觉程度高低的反映。

对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２０本代表性教学论

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 （马、恩、列、斯）

以及毛泽东论著的引用情况进行统计 （见图１）①。

结果发现，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毛泽东

论著的引用数量持续走低，且进入２１世纪以来

出版的教材的引用数量均处于较低水平。具体而

言，先是王策三本到唐文中本的断崖式下降 （从

３１次到３次），此后教材中的引用数量除个别本

保持在１０次左右外 （田慧生和李如密本：１２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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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代表性教学论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毛泽东论著的引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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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此处的 “引用情况统计”是指对教材正文中相关脚注的数量的统计。



徐继存本：９次；裴娣娜本：９次），其余均处于

０～６次。此外，教材中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及

毛泽东论著的引用数量两极分化明显，最高引用

次数为３１次，最低为０次。

二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运用的成熟度有所下

滑。根据运用的抽象程度，可将运用的成熟度分

为话语运用、观点运用、原理运用、方法论运用

四个层级［１０］１２。我国教学论教材对马克思主义哲

学的运用由原先的深度运用逐渐下滑为形式化、

简单化体现。

２０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教学论教材，对马克

思主义哲学运用的成熟度普遍较高。教材将马克

思主义哲学作为分析教学问题的理论前提与基

础，与教学论自身内容进行深度结合，超越话

语、观点引用的浅层运用而达到原理与方法论层

面的运用。具体而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对

“认识”“主体”“实践”等要素的深刻阐述为理

论基础，由此生发出新的教学理论认识。例如，

根据列宁、毛泽东同志对认识的哲学阐述，来回

答 “思想教育和能力发展是不是教学认识的 ‘题

中应有之义’？是不是教学认识所固有的东西？”

这一问题，得出 “思想教育或智力发展是内在于

教学认识过程之中”的结论。［１１］

反观近二十年来出版的教学论教材，马克思

主义哲学运用的成熟度则有所下滑。教材中对马

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多为 “语录”式运用，未与

教学论进行有机融合，多处于 “两张皮”的状

态。具体表现为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有关教育的

话语、观点 “加进”“补进”教材，多作为 “装

饰”而未能真正发挥原理与方法论意义上的指导

作用。譬如，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作为前

提性假设来表明教学论相关论题的合法性，所得

结论并未真正触及教学论本质，停留于表面的简

单推理、机械化套用，甚至有些运用可谓蜻蜓

点水。

（二）西学 “尊”而中学 “卑”

随着西方教学理论及话语逐渐在中国占据主

要地位［９］２８，我国教学论教材中日益呈现西学

“尊”而中学 “卑”的局面。

其一，西方教学论在我国教学论教材中占据

强势地位，教材中的 “中国经验”因西方教学论

的大量涌入而弱化、遮蔽。一个普遍现象是，教

材中鲜活的中国现代教学论内容寥寥无几，生

命·实践教育、新基础教育、主体性教育、杜郎

口模式、五育并举等鲜有呈现。随处可见的却是

产婆术、多方面兴趣、五段教学法、思维五步

法、多元智力理论、做中学、最近发展区、非指

导性教学、范例教学、有意义学习等国外教学论

概念和术语。正如有学者指出，“翻转课堂”被

引入我国以来，便迅速成为教学论教材中的 “常

客”［１２］１４７。

其二，西方教学论在教学论教材中发挥 “示

范”作用，中国教学论则被视为 “被改造者”

“跟随者”。一是中国本土教学论遭到西方教学论

的话语侵蚀与殖民而丧失原创性。以西学作为本

土教学论的构建前提或依据，这一过程使西学的

优越性、主导性得到充分彰显。在我国教学论教

材中，经常会出现根据西方某某教育家的教育思

想、教学原则来建构某某教学原则或教学模式的

现象。这使中国教学论话语携带了浓厚的西学色

彩，同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对西方话语的依赖

与附和。二是教材内容论述以西方理论为标准、

标杆。言必称西方的痕迹比比皆是。谈及教学目

标必言布卢姆、加涅、巴班斯基、奥苏伯尔的教

学目标分类理论，论及教学组织形式必说道尔顿

制、设计教学法、文纳特卡制、特朗普制，论及

教学评价必说目标评价模式、ＣＩＰＰ评价模式、

目标游离评价模式等。

（三）厚域外而轻本土

从我国教学论教材中已呈现的本土内容与域

外内容来看，厚域外而轻本土的特征显著，即教

学论教材内容的 “拿来主义”倾向明显，仍未脱

离域外经验移植的窠臼。

第一，我国教学论教材中的中国本土教学理

论处于贫困状态。教材内容以域外教学理论为

主，而较少体现中国本土教学理论。［１２］４１８略显夸

张地说，我国教学论教材一定程度上成了域外教

学理论的 “搬运工”。从宏观层面来看，教材中

更多呈现的是苏联教学理论 （发展性教学理论、

教学过程最优化理论、纲要信号教学法、合作教

育学理论）和以美国、德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的

教学理论 （程序教学理论、认知结构教学理论、

掌握学习教学理论、非指导性教学理论、范例教

学理论、暗示教学理论、有意义学习理论）。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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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本土教学理论仅有教学本质说、教学构成要

素说、师生关系说、中国古代教学原则及方法、

中国特色教学模式群等。从微观层面来看，具体

章节内容也反映出中国本土理论呈现之薄弱。譬

如，在我国有些教学论教材中关于 “学生学习与

发展”的相关章节里，本土教学论内容仅呈现了

叶澜教授关于人的发展以及影响人身心发展因素

等观点，而大量引用的是佐藤正夫、杜威、赫斯

特、卡特尔、第斯多惠、维果茨基、列昂捷夫、

达维多夫、皮亚杰等一众域外学者关于 “发展”

的理论及观点。类似现象在我国教学论教材中颇

为普遍。

第二，我国教学论教材偏重呈现西方教育学

者谱系。我国教学论教材发端于域外教材的译

介，以赫尔巴特、杜威、克伯屈、桑代克为代表

的西方学者最先成为教材内容中出现的教育学

者，随后借我国 “一边倒”学习苏联之际，凯洛

夫、巴甫洛夫、乌申斯基等苏联学者迅速成为我

国教学论教材中主要甚至是唯一的话语主体。青

睐域外学者而边缘化本土学者成为当时教材建设

的普遍现象，这使教材价值取向随之偏离本土。

这一局面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开始有所改变，中

国学者在教材中的呈现才逐渐增多，话语主体趋

向西方、苏联、中国学者的多元并存，但总体上

域外学者仍占据优势地位，以苏格拉底、柏拉图

到赫尔巴特、杜威的西方人物谱系为主轴。虽然

本土话语主体后期也被不断纳入教材，但总体数

量不多，诸多有代表性的本土学者尚未被纳入教

学论教材。

三、我国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迷失的

主要原因

我国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迷失，在

某种程度上是博弈的结果。教学论教材内容的选

择可视为多方内容的博弈过程，“中国经验”与

“域外经验”构成博弈双方，虽然编写的是中国

教学论教材，中国教学理论、实践探索以及本土

话语却未像预期般纳入教材，教学论教材反而沦

为他者思想的传播渠道。究其原因有四个方面：

西方多元哲学主义引介的冲击、学术的自卑情

结、外求的旧有思维习惯以及中国经验供给力

式微。

（一）多元哲学主义的引介冲击着马克思主

义哲学主导地位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西方理论的传入，后现代

主义、实用主义、建构主义、存在主义等哲学思

潮也纷纷涌入，不断冲击着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我

国的主导地位。一方面，多元哲学主义与马克思

主义哲学的观点之间存在冲突甚至质疑。以后现

代主义流派为代表，对现代主义 （包括马克思主

义）进行了激烈批判，主张解构现代主体性，反

对 “主体—客体”二分；反对中心主义，主张多

元化等［１３］。另一方面，我国马克思主义教学论

研究的注意力被分散。不少学者着眼于多元哲学

主义开展教学研究，一时间各类教学理论如雨后

春笋般迅速出现，无形中消解与淡化着马克思主

义哲学在教学论领域的指导地位。正所谓 “夫道

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

救”［１４］，教学论教材作为代表性研究成果的缩

影，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色彩

被弱化的趋势。

（二）自我矮化的学术情结引发本土教学论

的自卑感

“从西方世界寻求真理”背后暗含的是自我

矮化的学术情结，“本土不如西方”的学术心理

由此逐渐形成。域外经验被引介至国内时常被赋

予 “先进”“科学”的标签，国人在对其产生认

同感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带来对本土教学理

论的不自信，认为我们自己的教学理论是落后的、

封建的、保守的，为我国教学论发展打下了削

“我文化”足、适 “他文化”履的历史烙印。［１５］

中国本土教学论的学术自卑感，使我国教学

论教材建设形成了重域外而轻本土的内容选择倾

向。学术不自信所带来的域外优越论的心理困

境，不仅为别国经验大量植入我国教学论教材提

供了合理性与正当性，同时也为其在教材中发挥

“理论示范”作用赋予了 “合法性”。反观中国经

验，则在教学论教材中被置于弱势地位，处于迷

失状态。

（三）外求的思维习惯使教学论教材游离于

中国经验之外

中国教学论在四海择珍的过程中养成了外求

的思维习惯，即因袭与模仿。我们会不自觉地将

目光投向别人，忙于解释他者的思想，注解他者

·７２·



的著述，运用他者的教学论，引用他者的语言，

演绎他者的观点［１６］，而无暇关注本土教育教学

问题。与此同时，外求的思维习惯顺理成章地使

教学论教材的内容选择着眼于纷繁多元的域外经

验。无论是单一参照还是多元借鉴，教学论教材

始终处于 “理论抉择”的状态与过程中，批判

谁、选择谁、呈现谁、忽视谁成为我国教学论教

材内容选择的主要关注点。现实中，苏联经验、

美国经验曾先后在我国不同时期的教学论教材中

占据着话语优势。一言以蔽之，教材建设的视角

重心始终没有落到中国本土内容的呈现上。

（四）“中国经验”供给力式微为域外经验涌

入教学论教材提供了缺口

我国古代教学思想丰盈且享有盛誉，然而不

得不承认的是，自近代以来，我们多跟在西方后

面亦步亦趋，忙于追赶西方研究热潮，而 “中国

经验”的供给力却逐渐式微。这具体体现在三个

方面。一是生产主体的知识供给者和贡献者的角

色被忽视与弱化［１７］９５。此前，我们习惯于用西方

理论阐释中国教学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成为西方

教学理论的证明者与消费者，这必然使自身知识

生产这一重要角色被遮蔽。二是生产方式自主性

较弱，脱离了中国本土的实践根基与文化根基。

中国经验的创生基点多为西方概念和术语，而非

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话语，企图通过移植

来表达中国教学论学者的学术探索。［１８］在此情况

下，具有生命力的中国经验自然难以生产。三是

生产效果不佳，中国本土鲜活的教学实践未得到

有效提炼与转化。现有研究多停留于对我国本土

教学实践表层信息的梳理与归纳，而对实践中所

涌现的代表性探索、先进经验的理论研究不够，

具有典范性的中国理论与中国方案仍有待进一步

挖掘。

四、我国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回归

之途

教学论教材中 “中国经验”的回归是中国特

色教学论教材建设的关键一步，回归的核心逻辑

在于立足中国立场、依托中国视角及方法。

（一）乐用并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巩

固其指导教学论教材建设的主导地位

一是自觉融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方法、观点

与立场。坚守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中国教学论教

材的特殊底色。在教材建设中充分融入马克思主

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成果，尤其是以习近平

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为教学论教材建设的

重要遵循，擦亮我国教学论教材的中国底色。

二是善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提升运用的

成熟度。这就要求教学论教材建设要避免将马克

思主义哲学生硬地 “加进” “塞进” “补进”教

材。［１９］首先，选用 “更适切”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观点与原理为理论前提。欲进行深度运用，理论

前提不仅要有科学性，更要与结论之间存在必然

联系［２０］，而非表面相关。也就是说，教学论教

材要根据自身的内在逻辑，选用高适切度的马克

思主义哲学内容作为思考教学问题的出发点与基

本方式。其次，超越机械的形式套用，走向理论

及方法论层面的深度运用。教学论教材建设要充

分体现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的核心与特质。

同时，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思维工具，对中外教

学发展历史、国外教学理论及流派进行一系列的

加工、分析和判断，从中析出合理、合目的的部

分，滋养本土教学论教材建设。

（二）强化教学论学术自信，增强对中国本

土教学论的认同与信赖

中国教学论教材建设需要对中国教学论有足

够的认同与肯定。当下正是重建和恢复中国教学

论学术自信最有可能也是最好的时期。其一，中

国教学论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新时代的学术强

音。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构建什么样的中国特色

哲学社会科学、怎样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

作出重要论断，明确指出 “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

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

系”［２１］。这意味着中国教学论自主知识体系的构

建成为我国教学论发展的时代呼唤。其二，本土

学者在解读中国实践、构建中国理论上最有发言

权。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教学的实践经验与

理论探索的充分挖掘与解读，离不开本土学者独

有的中国立场、视角及方法。本土学者自身就是

中国特色教学论最有力的构建者。其三，世界也

在呼唤与期待 “中国教学论”。中国的教学问题

同时也是世界的教学问题，因而聚焦中国问题而

产生的中国知识必将成为世界知识体系中不可或

缺的重要组成部分。［１７］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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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 “中国经验”为主导，形成注重内

求的教学论教材建设思维

一是重置中、外经验关系，构建 “以我为

主，为我所用”的教学论教材内容格局。首先，

确立中国经验在多元经验中的主导地位，将话语

权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教材建设不同于理论探

讨，将中国经验与域外经验等量齐观的做法并不

利于中国特色教学论教材建设。新时代我国教学

论教材不应仅停留于国际教学论研究成果的充分

反映，而要 “以我为主”，迈向以中国经验为主

导的新阶段，讲述中国故事，传递中国智慧。其

次，明确域外经验在教材中的借鉴意义而非示范

意义。中国特色教学论教材并非自说自话、自我

封闭的教材。相反，它主张多元呈现别国教学理

论。换言之，我们 “拒绝的是以西方思想为依据

的前提和框架，而不是它的历史和思想资

源”［２２］。为此，教学论教材建设应建立 “为我所

用”的良性对话关系，借鉴域外经验并将之作为

有益滋养，而不是将其作为 “标准”或示范而盲

从之。

二是以中国经验为教学论教材建设的主要着

力点。“内求”思维即眼光向内，将目光聚焦自

身。也就是说，教学论教材建设要向内挖掘，聚

焦本土教学理论、实践探索及教学论话语。其

一，注重中国教学理论特别是现代教学理论的呈

现，譬如发展性教学、理解教学、对话教学、有

效教学、差异教学等理论。其二，积极融入生命

教育实验、主体性教学实验、新基础教育实验、

以核心素养为导向的基础教育改革等２１世纪以

来的教学实践新探索。其三，积极呈现中国本土

教学论话语，将立德树人、素质教育、五育并

举、课程思政、劳动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

育等具有中国风格的标识性概念和术语融入

教材。

（四）聚焦中国问题、中国实践、中国传统，

促进 “中国经验”自主生产

欲打破 “西方命题，中国证据”的教学论教

材编写桎梏，需要中国经验源源不断的供给，而

这种供给必须以 “中国经验”的自主生产为依

托。所谓自主生产，意味着知识生产的底层思维

不再依赖西方，而是注重 “在本土、就本土问

题、以本土方式”的自主生成［２３］。

一是聚焦 “中国问题”。教学论 “中国经验”

的不断积聚，源于一个个中国教学问题或困境的

成功化解。一个国家的教学论首先要研究本国的

教学问题与状况，只有针对本国的教学才能形成

属于本国的原创性成果。［２４］以中国本土教学问题

为出发点，从本土问题研究到原创性概念的提出

再到本土命题、中国理论的创生，能够解释并解

决中国教学现实问题的 “中国经验”在这一过程

中得以有效生产。二是聚焦鲜活的中国本土教学

探索，审视、梳理并上升为 “中国经验”。重新

爬梳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历次课程与教学改革，借

助理论之手 “拧”出具体做法背后的教学论机

理，一方面，将本土改革经验结构化、抽象化、

概念化，凝练出中国教学论的标识性概念；另一

方面，将产生于中国大地的宝贵经验上升为立得

住、传得开的本土知识，总结出中国独有的教学

论范式。三是创新性发展和创造性转化中国古代

教学思想，丰盈教学论中国话语。古代教学思想

是教学论中国话语之 “中国”的根脉，是得以摆

脱被动引进西方话语、命题的源泉。这便要求在

现代时空语境下激活古代教学思想，并充分挖掘

和创造性阐释，赋予其新样态、新内涵、新形

式，促进教学论中国话语的持续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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