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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从不同的角度思考教学的本质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基于与教育比较的角度, 从教育、教

学的实践出发, 用归纳和演绎的方法得出: 教学是以教材为载体的一种更系统、更具计划性、更专业

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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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学本质是教学论的核心问题。所谓教学本质, 就是使

教学成为其自身而又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 就要

对教学是什么进行追问。所以, 对于十几种教学本质理论,

如认识发展说、认识实践说等追问, 如果说教学的本质是这

些观点的话, 教育的本质不也是吗? 教育的本质也可以是认

识发展说、多本质说等等, 所以它们难以揭示出教学成为其

自身而又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

本文从教学实践入手, 不仅通过观察、分析、比较、抽

象、概括等自下而上归纳的思维进程, 而且采用自上而下演

绎的思维进程, 用联系的、动态的、全面的辩证唯物主义的

态度尝试着探寻教学的本质, 而这种结论的得出, 莫过于与

教学最近的概念 教育进行比较。

一、教育的本质 与其它实践活动的比较

!教育是有意识的、以影响人的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
社会活动 ∀ 这个定义经得起追问, 较好地揭示了教育的本

质。马克思说过, 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之一是人在没有活动

之前已经在头脑里把活动的目的、结果设计好了, 人的活动

是有意识的, 这样就把动物之间本能的父传子现象排除掉。

人的各种活动就是为了达到各种目的, 不同目的决定了不同

本质的实践活动, 只有直接目的或首要目的是影响人身心发

展的活动, 才是教育, 这样就把不以影响人身心发展为目的

的活动如政治、经济活动区分开来, 也把无意或间接影响了

人身心发展的其它活动如艺术活动、创作活动区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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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但是, 继续追问, 比如医生的手术使病人的瘸腿健步如

飞, 体质健壮了, 医生的活动不也是体育教育了吗? 显然不

是, 所以, 在叶澜教授的定义里, 必须加一条规定: 以教与

学为形式, 这样, 就把通过其它途径如手术促进人身心发展

的活动排除掉。经过不断的追问, 逐步抽象出成为其自身而

又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 教育就是: 以教与学为

形式, 有意识的、以促进人身心发展为直接目标的社会活

动。这也是广义的教育。那么与广义教育比较, 狭义的教育

是什么? 再次追问, 就在于它的专门性, 所以主要指学校教

育, 因此, 狭义的教育是: 由专门的教育机构承担的、由专

门的教职人员实施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以影响学

生身心发展为直接和首要目标的教育活动。

二、教学与教育的比较

请做下面一道选择题: 这些活动哪些是教学?

班会、校会、运动会、春游、备课、夏令营、上课、预

习、智力竞赛、复习、参观访问、作业。

显然, 一般情况下, 它们都是教育活动, 但是, 哪些是

教学? 对这些活动追问, 就是在反复地观察、分析、比较、

抽象、概括, 就是在寻找教学的本质特征。初步追问的结

果, 上课是标准的教学, 为什么是, 可以慢慢分析出几条线

索: 是有教师教学生学的; 是传授知识的; 是要促进学生发

展的# #总的说来, 上课与非上课一个概括的区别就是上课

很正式。当用上课的这些标准与其它活动比较, 判断它们

时, 这些活动一般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 班会似乎是教

学; 校会、运动会、春游、夏令营、参观访问是第二类, 不

是教学; 备课、预习、复习、作业是第三类, 也不是教学。

为什么呢? 因为班会与上课很相似, 很正式, 有教师教学生

学; 有时是传授知识的; 是要促进学生发展的# #但是, 进

一步追问, 如果班会是学生主持的, 或班会上教师不是传授

知识, 那么和上课是有区别的, 这个区别应该是不够正式或

正规, 为什么不够正式或正规呢? 是班会内容比起上课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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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连贯, 教育方法、内容也较随意, 因此, 通过对班会

与上课的分析、比较, 概括出上课比班会, 也就是教学比教

育具有更系统、连贯的, 更具计划性的特点。第二类不是教

学, 因为与上课比较相去甚远, 比班会更不正式或正规: 没

有教师教或没有学生学; 或者不是传授知识; 不是在教室进

行##但是, 最本质的不正式还是教育内容和形式散漫、随

意、不系统。第三类活动比较正式, 但与上课比较, 很明显

只有师生一方, 或者只有教师, 或者只有学生。但是, 如果

追问, 备课时教师是在为谁准备, 预习、复习、作业是学生

自己随便自学吗? 与上课有什么关系? 于是得出: 这些活动

虽然形式上只有一方在场, 但实质上师生都在参与, 备课是

教师在根据学生的情况备, 预习、复习、作业是学生根据教

师的教而学, 是实质的相互影响、相互制约, 教与学有机联

系在一起, 成为真正的教学互动, 所以第三类是教学, 它们

是课堂教学的延伸, 是教学不可缺少的环节。

对比这三种类型, 于是得出教学是比教育更系统、连贯

的, 更具计划性的, 更严密的, 也就是更正式更正规; 为什

么教学比教育更系统、连贯, 更具计划性、更正式呢? 归根

结底是因为教学经过教师系统、连贯、更具计划性的思考和

准备, 那么, 教学的本质就是教师用系统、连贯、更具计划

性的教育内容、教育手段去影响学生的过程。而这种系统、

连贯、更具计划性思考的载体是什么呢? 就是课程或教材,

由于对课程的认识分歧较多, 所以本文用教材来说明问题,

那么, 教学就是教师以教材为中介去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

为什么以教材为中介能够成为教学的本质呢? 通过与其

最相似的教育概念比较, 发现二者几乎一致, 唯一区别是教

学以教材为中介而教育不是, 所以以教材为中介是教学 !成
为其自身而又与其它事物相区别的内在规定性 ∀, 正因为这

个 !规定性 ∀, 使得教学成为一种特殊的教育 更专业

的、更高效的教育。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 教学的内容

教材具有较高的发展价值, 它所反映的知识体系是人类

在反复认识过程中取得的最基本的认识成果, 同时在教材中

还凝聚了各种情感、意志、性格等精神力量, 具有多方面的

教育价值。其次, 教材本身虽然具有多种的教育因素, 但它

们在静态下是不能发生作用的, 必须通过学生在教师引导下

对教材开展积极的思考、体验过程才能发挥作用, 这就不仅

需要教师对教材做系统、连贯、更具计划性的思考, 而且对

教材如何转化为学生发展的教学方法以及组织形式等必须同

样做精心的准备。从实质上讲, 教学就是要做好教材的文

章, 挖掘其中包涵的德、智、体、美、劳各方面的教育因

素, 以此为依据, 选择最佳的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组织形

式等, 教好教材。正因为以教材为中介的教学活动的所有组

成元素都是经过教师系统、连贯、更具计划性的思考, 所以

它比起非教学活动少了随意性、散漫性、偶发性, 多了系统

性、严密性、连贯性、计划性、科学性, 更具专业性, 因此

决定了它的高效率。

当用归纳的方法概括出教学就是教师以教材为中介去促

进学生发展的过程这一本质特征后, 再用演绎的方法论证

它, 用辩证的观点看待它, 发现具备这个条件的教育就是教

学。例如春游, 尽管一般情况下不是教学, 但当它参与到教

材中时, 就可以转化为教学: 比如教师为了上好 %春天 & 这

一课, 有意识地带领学生去春游, 让大家好好观察, 上课时

大家因为积累了素材, 踊跃发言, 积极互动, 课上得很成

功, 这时, 春游已经成为教学的一部分, 类似于预习, 或者

成为了一种感性的教学方法, 同样的道理适用于所有的第二

类活动。因此, 教学的本质就是教师用以教材为载体的系

统、连贯、更具计划性的教育影响促进学生发展的过程。

三、教育与教学的关系

把广义教育、狭义教育、教学的定义放在一起, 用辩证

的观点对它们进行思考, 发现狭义教育与广义教育比较, 在

于它是专门机构、专职人员承担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

的专门性、专业性教育; 教学与狭义教育比较, 在于它以教

材为中介, 而教材的实质是一种系统性、连贯性、计划性的

思想体系, 所以教学实质上是一种目的性、计划性、组织性

更强的教育, 是专业教育中更专业的教育, 所以决定了教学

是一种全面、高速、高效的教育, 它是学校教育的中心工

作, 也是学校教育工作的主要途径, 决定着学校教育工作质

量的高低。而从教学到广义教育, 灵活性与普遍性则逐渐增

强, 教育有教学比不上的灵活性与机动性, 不管是广义教育

还是狭义教育, 都是教学活动的有力补充, 它们共同为达到

教育目的服务。由于思考者处在某种有限的层次当中, 或视

角不同, 对于教学生活而言, 试图为它寻找到一个终极的、

统一的本质, 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那么, 这篇文章就从

教学与教育比较的角度提供一条思路, 抛砖引玉, 以期对大

家探寻真理的思考提供一点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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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V arious conc lusions can be got when w e think about the essence of teaching from the different ang les.

Compared w ith education, from the pract ice of education and teach ing, by means of induction and deduction reason

ing, the essence o f teaching is a kind ofmore coheren,t more premed itated, andmore professional education w ith the

vector of tex tbo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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