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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方法概述 教学方法是教师和学生为完成教学任务所采用的

手段， 它包括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 方法，是教师引导学

生掌握知识技能，获取身心发展而共同活动的方法。 马克思

主义哲学认为，方法和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内容体现目的

，目的和内容决定方 法和手段，教学方法服从、服务于教学

目的、内容。教学方法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在历史上， 不同

的历史阶段， 由于教学目的，内容不同，决定制约着所采取

的教学方法、手段也不相同， 这就是教学方法的历史制约性

。 中外教育史表明，处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由于教育目

的是培养替统治阶级服务的忠 顺臣仆，教学内容充满了奴隶

、封建地主阶级的伦理道德和宗教教条，宣扬“君权至上”

和 “上帝主宰一切” ，与此相适应，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必然

是强制灌输，机械注入，棍棒纪律， 不管是否理解，是否有

用，只要牢记背熟，这种教学方法，反映了奴隶封建文化专

制主义的 本质特点。 到了近代资本主义，由于社会进步，生

产发展，资产阶级为了巩固统治和进一步发展生 产力的需要

，教育目的是双重的，一方面造就维护和加强资本主义统治

的政治、经济、文化 的官吏、律师、高级管理人才、科研人

员；另一方面培养掌握一定文化科学知识和生产技能 熟练的

工人。相应地，在教学内容上较之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发生

了较大变化，一定程度上 清除了许多反映奴隶主、封建地主

意识形态的旧教学内容，增添了适应发展生产力需要的自 然



科学知识。资产阶级政府明令规定学校废除体罚制度，不准

宗教干预教学。特别突出的是 把自然科学的某些研究手段引

进教学方法领域，如采用演示、观察、实验等有助于引导学

生 接触实际， 掌握生产知识的教学方法。 教学方法上的这种

变革， 无疑是教育史上的一大进步。 但从总体上说， 资产阶

级所创立的教学方法体系仍然是建立在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

的基础上 的。理论脱离实际，偏重书本知识，大搞烦琐哲学

、形式主义，保留着封建社会呆读死记的 方法，又提倡教学

上的自由主义。 社会主义学校的教育目的，是培养德、智、

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学 校所开设的各门

课程都是以真正的文化科学知识和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武装

学生头脑。因 此，社会主义学校的教学方法同历史上任何一

个剥削阶级社会的教学方法体系有本质的区 别，它是建立在

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认识论基础上的，受社会主义教育目

的与内容制约。 其主要特点是理论联系实际，注重启发思考

，体现科学与民主的精神，重在启发学生的思维 活动，发挥

创造精神，使学生生动活泼积极主动地学习，为其尽快成才

创造条件。 另一方面，教学方法又有历史的继承性。因为方

法、形式对目的、内容，具有相对独立 性。内容总是比较活

跃而易变化的，一种方法、方式一旦形成以后则会相对地稳

定下来。事 实上从古到今， 从中国到外国， 各个社会所创造

的一些优秀教学方法， 至今仍被人们所沿用。 比如古希腊苏

格拉底所倡导的谈话、提问、辩驳、引申、得出结论的教学

方法；我国古代孔 子所提出的愤悱启发、举一反三、循势诱

导、正反诘问、温故知新等教学方法；《学记》中 所概括的

善问善答、罕譬博喻、循序渐进以及南宋著名教育家朱熹的



质疑问难、熟读精思等 教学方法，至今都闪耀着一定的思想

光芒，成为现代教学方法的重要营养。 古人曾指出： “⋯⋯

事必有法。然后可成；师舍是则无以教，弟子舍是则无以学

。 ”这就 是说，无论是教还是学都有个方法问题：由于教师

在教学中的主导地位，教学方法一般是由 教师选择、设计而

加以规定的。教学方法的选择主要在于教师，不在学生。教

学方法对于实 现教学的目的和任务有着重要意义。善于正确

地运用教学方法，能有效地激励学生的学习动 机，激发学生

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为学生的积极认识活动创造适宜的

环境和条件，使学 生正确地领会和掌握系统的知识、技能，

发展认识能力和创造力，形成思想品德。教学方法 的正确选

择、合理组合、创造性地运用，是教师必须掌握的教学艺术

。 二、教学方法的指导思想 历史上积累起来的众多的教学方

法，按其总的指导思想的不同，可以分为启发式和注入 式两

大类。启发式和注入式教学不是一种具体的教学方法，而是

教学方法的两种对立的指导 思想。 所谓注入式， 是指教师从

主观出发，无视学生认识的客观规律及他们的知识基础和理

解 能力，否认学生在学习中的主观能动性，把学生单纯地看

成是接受知识的“容器”和储存信 息的“仓库” ，教师主观

地决定教学过程，向学生灌注现成的知识结论。 启发式是与

注入式相对立的一种指导思想，它是指教师从学生的实际出

发， 依据学习的 客观规律，运用各种具体方法，充分调动学

生学习的主动性、积极性。引导学生动脑、动手、 动口，使

他们通过自己的智力活动融会贯通地掌握知识，发展认识能

力，提高独立分析问题 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启发式教学强调

学生是学习的主体。教师的教贵在启发、引导、点拨、 激励



，实现教为主导与学为主体的统一；强调学生能动性的充分

发挥，实现系统知识的掌握 与智力的充分发展相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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