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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教学的步骤与规范 

关于课堂教学的步骤和规范，我们或许对赫尔巴特“明了、联想、系统、方法”的

“四步教学法”以及杜威“困惑、问题、假设、检验、应用”的“五步教学法”并不陌

生。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我们经常讨论讲授教学法、案例教学法、专题教学法等教

学方式的一般程序、一般环节和一般步骤。那么，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教学的一般程序、环

节和步骤？这些以教学程序、环节和步骤所表达的教学规范性和技术性，它们同教学的目

的性和艺术性之间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1、教学具有一般的步骤和规范 

赫尔巴特指出：“什么是必须相继地，并一个通过另一个发生的？什么是必须同时并借

助本身的以及原始的力量发生的？这些问题关系到一切工作、一切计划，其中可能包含非

常错综复杂的措施。因为我们一直必须同时从许多方面着手工作，许多工作也一直必须通

过先前进行的工作作好准备。这可以说是我们赖以为指南的两个因素。”①即是说，教学活

动中，有同时性的工作，也有相继性的工作；后续工作以先前进行的工作为条件，这就是

进行的步骤或阶段。在教学论领域，无论是赫尔巴特以统觉心理学为理论基础、以认知和

同情两方面的教学目的以及专心活动和深思活动两层面的心理操作为经纬所建构的“明

了、联想、系统和方法”的教学步骤思想，还是杜威以经验主义为基础、以学习的探究性

思维活动的一般模型为参照所建构的“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的教学步骤思想，都肯

定了教学具有一般的步骤或一般的阶段与环节，具有基本的技术性规范。即使是像戴维·卡

尔那样主张教学不是一个技术性工作的教育思想家，也承认“教学是一个合乎规范性的概

念”②。这表明，教学过程绝不是信马由缰的任性的活动，而是具有一般的步骤及其基本的

规范。在这个意义上，遵循教学规律就是要遵循教学的基本步骤及其规范。 

教学具有一般的步骤及其规范，这主要是由人的学习和认识活动的规律所决定的，是

因为人的学习和认识活动有其基本的步骤。赫尔巴特认为，人的学习活动主要是统觉心理

起支配作用的过程，它一方面离不开“专心”和“审思”的心理状态，另一方面，它是从

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从零碎到系统的过程。他指出：“我们首先为教学确定这样一

条原则：在教学对象的每一个最小组合中给予专心活动与审思活动以同等的权利，也就是

说，同等地关心并依次做到，对于每一个个别事物的清楚，对于许多事物的联想，对于联

想的前后一贯次序以及在遵循这个次序前进中进行某种练习。……假如教学用这种方式来处

理对象的每个小的组合，那么许多组合会在学生心灵中产生，而每一个组合通过相当的专

心为学生所掌握，直到所有的组合被联合到一种更高级的审思活动中去。但是，每个组合

的联合是以每一个组合的完备的统一性为前提的。所以，只要每个组合的组成部分的最后

的个别仍有离开其余部分的可能性，那么就不能设想有较高级的审思活动。但是，在较高

级的审思活动之上还有更高级的审思活动，如此无限上升，一直到无所不包的最高级审思

活动。……教学越是要使每一组合更加清楚，我们越需勤奋和多样地使各组合联合起来，并

且注意等量地从各方面向这无所不包的审思活动接近。教学的环节就基于上述这一点。较

                                                             
①
 [德]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0 页。 

②
 [英]戴维·卡尔著，徐悟译：《教育的意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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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的构成部分是由较小的构成部分组成的，正如较小的是由最小的组成一样。在每一个最

小的构成部分中都应当区分出四个教学阶段，必须注意到清楚、联合、次序与按这种次序

展开的进程。”①赫尔巴特的这一段论述表明了以下基本观点：其一，教学过程中学生必须

具有专心和审思等两种心理活动和心理状态，专心是思维的静态专注，审思是思维的动态

运动，教师必须给予这两种心理活动和状态以同等的权利。其二，从教学活动的一个最小

的组合来看，存在从“对于每一个个别事物的清楚”到“对于许多事物的联想”，再从“对

于联想的前后一贯次序”到“在遵循这个次序前进中进行某种练习”等基本环节。其三，

学生通过专心来掌握“最小的组合”，在此基础上许多“最小的组合”被联结到更高级的审

思活动之中。其四，较高级的审思活动有待于联结到更高级的审思活动之中。其五，在每

一个最小的组合中，都有“清楚、联合、次序与按这种次序展开的进程”或“明了、联

想、系统和方法”等步骤。用赫尔巴特的学生的话说，教学包含“准备、提示、比较和抽

象、概括、应用”等步骤②；用苏联教育家凯洛夫的话说，这些步骤是“感知新事物、理解

新事物的特点和联系、形成概念、巩固知识、形成技能技巧、实践运用”等③。在“明了”

阶段，学生处于“静态的专心活动”状态，教师的任务主要是通过提示教学，使学生达到

对“每一个个别事物的清楚”；在“联想”阶段，学生处于“动态的专心活动”状态，教师

的任务是通过分析、对话等，引导学生将获得的新观念与已有的观念相联系，形成“对于

许多事物的联想”；在“系统”阶段，学生处于“静态的审思活动”状态，教师的任务是通

过综合与归纳教学，帮助学生在新旧观念和知识的联合的基础上，使个别上升到一般，形

成概念和原理；在“方法”阶段，学生处于“动态的审思”状态，教师的主要任务是“通

过高度的艺术与周密的思考”促进学生领悟到把知识加以应用的方法。赫尔巴特所主张的

教学步骤既是学习的统觉心理规律的反映，也是教学应当遵循的一般步骤。通俗地说，赫

尔巴特的教学步骤思想可以概括为：教学就是一个从专心到审思，从个别事实和知识的呈

现到联想的基础上形成比较系统的观念，进而通过比较和概括等思维活动形成一般原理，

然后通过练习达到对原理的理解和应用这样一个上升性的循环过程。当然，这个步骤在知

识教学和在价值观与信念的培养等不同的教学目标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用简短而易懂的

话把有关结论确定下来。教学一般应当：指明、联结、教导、给予哲学的观点。在有关同

情的事项中，教学应当是：直观的、连续的、令人振奋的、深入现实的。”④ 所谓“有关同

情的事项”，就是指道德领域、价值观和信仰领域的教育教学。 

杜威对赫尔巴特的教学步骤思想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赫尔巴特给这个过程分为五

个部分，被称为‘正规的指导阶段’。......不管是优等生掌握数学的基本原理，还是语言学

校学生了解历史，或者大学生掌握哲学，任何情况下第一步都是准备，第二步是演示，然

后是比较和概括，最后是在实际的新案例中去运用。”⑤杜威认为，教学的这些步骤与人的

认识过程是相符的：“如果我们把这个指导步骤与我们自身分析问题的过程相比较，我们会

                                                             
①
 [德]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1-62 页。 

②
 参见王道俊、郭文安主编：《教育学》（第七版），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57-158页。 

③
 瞿葆奎主编，雷尧珠等选编：《教育学文集教育与人的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613 页。 

④
 [德]赫尔巴特著，李其龙译：《普通教育学》，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4 页。 

⑤
 [美]杜威著，伍中有译：《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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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它们的相似之处感到惊讶。”①不过，杜威更倾向于把人的学习活动看作是一个探究性思

考的过程。他认为，人的探究性思考活动的进程与赫尔巴特所揭示的接受性学习的思维活

动进程不同，前者包括以下五个步骤，即“（1）困惑、混乱与怀疑，产生于这一事实，即

人们处于一种其全部特征尚未确定的不完整的境遇中；（2）推测性的预期——对给定的元

素作试探性的解释，以影响某些结果；（3）对手头的所有可定义与说明的问题的理由进行

仔细的调查；（4）对试验性的假说进行详细阐述，以使其更加精确、更加连贯，从而与更

大范围内的事实相一致；（5）将所提出的假说视为一种可以应用于现存事态的行为方案，

公开采取某种行动以实现预期的结果，并因此而检验上面的假说。”②相应地，教学则由

“困难-问题-假设-验证-结论”等步骤所构成。在人的认识过程的本质问题上，杜威对赫尔

巴特并不满意：“我们所知的‘阶段’首先是问题或一个迷惑的现象的出现；然后是观察、

调查事实、解决或弄清楚问题；然后形成合理的假设或猜想；然后通过在新的观察和新的

实验中的应用，来检验推理。每一个过程都可分为（1）具体的事实和事件；（2）想法和推

理；（3）对结果的应用。整个活动过程就是演绎和推理的过程。赫尔巴特方法没有提到困

难、差异，例如整个过程中的起因和促进因素。结果导致赫尔巴特方法在处理思考的时候

变成了获取知识的行为，而不是拓宽思考的行为。”③应该说，杜威对赫尔巴特的批评有其

合理性。杜威主张，学生的学习过程应该同科学家探究未知世界奥秘的过程具有一致性，

真正的学习过程缘起于问题、有其内在的能动性，是一种探究式或研究性的学习过程。但

是，学生对间接知识的学习活动毕竟不等同于科学家的发现活动。 

尽管杜威和赫尔巴特关于学习过程的本质以及教学步骤的思想存在较大差异，但他们

都承认教学有其基本的步骤，这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而且他们的教学步骤思想都奠定在

对人的学习过程之本质的认识基础之上。事实上，在他们提出的有差异的教学步骤思想中

并非没有相通之处，例如，他们都认为“准备”是教学的必要步骤。杜威曾说：“缺乏教学

准备的话，课程只会变得随意、危险。（如果这样）课程要获得成功只能依赖灵感，而灵感

又是这么虚无缥缈。准备有助于形成一个严格的秩序。”④赫尔巴特和杜威这两位教育学大

师关于教学步骤的思想表明：教学有步骤；教学步骤的基本根据是人的学习和认识活动的

步骤；教学必须遵循人的学习和认识活动的一般规律。人的学习和认识活动或者从经验和

个别开始，或者从兴趣和问题开始，通过联想或试误，达到对个别经验的清晰化理解或对

问题的尝试性回答，再通过比较、归纳、分析、综合、演绎、具体化和抽象化等思维活动

来形成一般性的认识，最后通过练习和巩固，达到对于问题的比较全面和透彻的理解。因

此，教学的进程或步骤也必须与人的学习和认识活动的一般进程或步骤相适应。教学要遵

循教育教学规律，其中最基本的就是要遵循人的认知活动规律。 

2、教学过程的步骤具有相对性 

承认教学具有一般步骤和规范，并不意味着这些步骤是机械的和绝对的，不能把它们

                                                             
①
 [美]杜威著，伍中有译：《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8 页。 

②
 [美]罗伯特·B·塔利斯著，彭国华译：《杜威》，中华书局 2002年版，第 67-68 页。 

③
 [美]杜威著，伍中有译：《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8 页。 

④
 [美]杜威著，伍中有译：《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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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化和绝对化。杜威在肯定赫尔巴特教学步骤思想及其意义的同时，提出这样一个值得

我们深思的问题：“我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在任何情况下，讲课是不是都应该遵循一个统

一的程式？——尽管承认这个过程表达了逻辑顺序。”①他进一步指出：“前面提到的几个阶

段很好地指出了教师针对一个主题应该提出的问题。那学生在接触这个主题时要做哪些准

备？哪些经验可以被利用？他们学过的哪些知识可以派上用场？怎样才能有效地利用它

们？……我应该联系哪些事例？我应该做哪些比较，提出什么共同点？用什么指导整个讨论

的结果？我应该怎样应用，从而帮助学生真正掌握这些原则？学生们的哪些活动能帮助他

们了解真正的有意义的原则？”②很显然，在杜威看来，教学的步骤或程式是非常重要的，

但比步骤或程式更重要的则是教授活动在学生那里所产生的实际反应，或者说教师教的活

动如何促进学生的积极反应、教的步骤如何根据学生的反应作出相应调整？ 

杜威所提出的问题既是针对赫尔巴特的，也针对着教学的步骤本身，它表明教学步骤

具有相对性。教学步骤之所以具有相对性，这是因为：第一，教学步骤的思想主要以人的

学习和认知规律为依据，但是，教学活动不仅仅是一个认知活动，而且还是一个情感活

动、意志活动、价值活动和审美活动的有机统一过程，这就决定了主要依据认知规律而形

成的教学步骤思想具有相对性。第二，即使就认知规律来说，人在学习过程中的心理活动

方式及其影响因素也是十分复杂的，例如，注意的影响因素是多样的，记忆的方式方法是

多样的，思维的起点也具有多样性，因而学习和教学的步骤也具有相对性。第三，在实际

的教学活动中，在具体的课堂境遇中，教学对象、教学内容及其教学目标等都不相同，因

而教学进程及其步骤也不是绝对的。就思想政治理论课而言，有的课程知识侧重于理论的

抽象性，有的则侧重于生活的生动性；有的课程侧重实践性，而有的课程则侧重历史性和

时代性，这不同的课程特性也决定和要求教学步骤应有灵活性。第四，至为重要的是，每

一个后续的教的步骤都应该以上一个步骤后学生的实际反应为依据，步骤或程式应该根据

教授活动在学生那里所产生的实际反应来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不是机械地执行步骤。这在

根本上决定了教学步骤的相对性。 

强调教学过程的步骤具有相对性，一方面是表明，教师不应该把教育学上关于教学过

程步骤的思想绝对化，不应该不顾具体的教学对象、教学内容的特点、具体的课堂境遇和

学生的实际反应而生硬地照搬和套用教育家的教学步骤理论，而应当具有更高的教学智

慧：善于根据具体的对象、内容、场域等因素的特征来合理安排教学的起点和教学进程的

节奏，有效地设计教学的步骤。另一方面，强调教学过程的步骤具有相对性，这并不否定

教学具有一般的步骤，并不是说教学进程是一个任意的、无规律性的过程。因为，无论是

人的认知过程，还是情感过程、意志过程和价值过程，其实都具有一定的规律，教学的步

骤就是这些规律的内在要求。 

3、在规范性与艺术性之间保持张力 

教学既具有一般步骤，同时这些步骤又具有相对性，这是教学的复杂性的生动体现，

它要求教师必须在教学规范性和教学艺术性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 

                                                             
①
 [美]杜威著，伍中有译：《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8 页。 

②
 [美]杜威著，伍中有译：《我们如何思维》，新华出版社 2010 年版，第 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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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尤其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是一个充满艺术性的过程，教学的艺术性体现于教

学活动对于教育教学规律持有一种庖丁解牛式的得心应手和运用自如。思想政治理论课教

学的艺术性集中体现在教学起点的多样性、教学进程的反复性以及课堂关系的建构性等方

面。首先，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具有起点的多样性，它既可以由感性具体或个别入手，通

过比较、归纳、概括等思维方法而上升到思维抽象，再到思维具体；也可以由抽象入手，

通过演绎、分析、例证等思维方法而达到具体；可以从设问激疑入手，也可以从形象直观

入手，来激发学习心向；可以运用行为主义的强化学说，也可以运用人本主义的价值关怀

理论，来实行课堂管理，如此等等。教学从哪里开始，教学的第一步骤是什么？这绝不是

某种教学步骤理论可以预先机械地规定的事情，而是具有相当的复杂性，它取决于教学的

知识类型、教学的具体目标、教学的场域特征等多方面因素。其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

进程具有反复性。例如，我们常常从知识阐释开始，进而深入到知识的方法论意义和人生

启示，然后又回到对知识的真理性力量的回味和体悟；或者，从学生的思想困惑和生活困

惑开始，进而上升到释疑解惑，然后又回到对各种“困惑”的重新审视，如此等等，都具

有螺旋上升的“反复性”。教学的步骤绝不是某些环节的机械而线性地展开过程，而是由教

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发展状况所规制的极具智慧性的过程。第三，思想政治理论课课堂关

系具有建构性。教学的场域充满着偶然因素，教师在阐释某个问题时的灵感、学生接受某

个观点和思想理论时的态度、师生间对某个观点和思想理论的争辩、教学进程中无关刺激

的影响等等，都会以某种方式影响教学步骤的展开。因此，教学绝不是按照某种事先设计

的步骤“按部就班”的过程，而是蕴含着无限教学机智的过程。教学的艺术就在于高度的

教学智慧和教学机智。 

但是，无论我们怎样强调教学的艺术性，其实它又具有一般的步骤和规范。思想政治

理论课教学的规范性集中表现在它具有由学习规律、认知规律、学生思想和心理成长规律

所决定的基本遵循，具有由教育目的和教学目标所规定的基本要求和基本规范，教学决不

能游离于规律和目标之外而信马由缰，而必须做到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首先，教

学是一个有规律的过程，教学的规律主要表现为它必须遵循学习规律、认知规律和学生成

长规律等。激发学习动机、引起学习心向、保持学习专注、促进积极思维、由知识的真理

性力量升华到情感和价值认同并形成新的精神结构，再返回到学习思想政治理论课的积极

心向，如此循环往复，人的精神世界的品质不断提升，这是基于客观规律的思想政治理论

课教学的一般进程。教学起点的多样性、教学进程的反复性以及课堂关系的建构性等，都

不能背离这个一般规律和一般进程。其次，教学有其自身的目的和目标。思想政治理论课

各门课程分别从原理、历史、现实、人生、时代等不同的方面设置相对区分的教学目标，

这些目标又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相互转化、相互支撑与相互补充，形成有层次结构的目

标体系并统摄于思想政治教育目的。教学的规范性就体现在相互联系的教学目标对于教学

活动的制约性。第三，教学规律和教学目标对于教学活动的制约性表明了，教学活动具有

自身的基本规范。尽管赫尔巴特和杜威主要从认知规律的角度来阐明教学步骤，他们关于

教学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是什么的教学步骤思想似乎显得程式化，但它毕竟符合一定

的规律，因而这些步骤具有一定的普适性。具体到实际的教学场域中来说，各种课型的教

学如讲授课、讨论课、展示课、讲授-讨论课等，都有其基本规范。就讲授课而言，从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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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方法论意义，再到价值观和信念，这既是教学目标的递进，又是教学步骤的展开；就讨

论课而言，从讨论准备和教师提示到学生参与讨论，再到教师总结，既是基本的步骤，也

是基本的规范；就所有课型而言，从组织教学到实施教学，再到教学小结，这是教学活动

的基本环节，也是教学活动的一般规范。 

总之，教学既充满艺术性，又具有基本步骤和规范。其实，教学的艺术性与教学的步

骤和规范性并不是根本对立的，而是有魅力的教学过程的两个方面。教学如果既充分体现

它的智慧性、艺术性和审美性，同时又具有严谨的步骤和规范，就一定能展示其巨大的魅

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