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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言①

二十一世纪是一个变幻莫测的世纪，但它又是一个催人奋

进的时代。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知识更新日新月异。抓住机

遇，寻求发展，乃是教育教学的总要求。因此，迎接挑战的教

育教学法宝就是不断地改革教学，更新观念。当然，教学改革

是一个历久弥新的问题，它涉及办学理念、教育思想、教育目

的等教育的根本问题。从基础教育教学这一范畴出发，教学改

革包含培养目标与模式、课程体系与内容、教学组织与管理、

教学方法与手段等多层面的具有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的系统

工程。

记得夸美纽斯在他的力作《大教学论》中谈到: “《大教

学论》，它阐明把一切事物教给一切人们的全部艺术。”而马

凤龙同志撰写的《教学与思考》，正在践行这一点。该著作从

深层次的理论思考和多侧面的教学实践两方面，展现了马凤龙

同志从教二十多年的理论与实践的结晶。理论思考方面，马凤

① 本文是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王柏文教授为《教学与思考》写的序
言，作为本书的代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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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同志经过多年的教学实践，并结合对教学方法论前沿问题的

把握，形成了具有一定深度的教学理论。如，从教学艺术的透

视，到教学技能的领悟; 从素质教育大环境的分析，到学科教

学模式的思考; 从启发式教学原则的剖析，到析微代教学模式

的构想; 从学生教育心理的调研，到教学理念的调整。无不再

现马凤龙同志对当前教学改革的深层思考。从中可以看出，他

对我国目前教育教学规律的掌握，对我们的教育发展趋势有着

一种确定性的预测。总之，马凤龙同志对教学理论的思考，具

有相当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该作的教学实践方面，同样融入了马凤龙同志二十多年

来，带领学生亲自参加教学实践的心血。它是马凤龙同志教学

理论思考的具体运用; 是教学理论思考的指导结果。在该部分

中，我们可以看到， “点面”结合的教学实习法; “五环节”

技能训练法; 微格教学模式法; 毕业论文写作法等。这些方法

体现了马凤龙同志对教育教学规律的科学挖掘和正确运用。所

以，具有较强的示范性和可操作性。换言之，他的教学实践方

法论并不是离我们很远，而是很近，因此，在一定程度上，为

我们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范例，贡献了蓝本。

总而言之，马凤龙同志的这部著作，为我们当今教学改革

的思路提供了良方。其要义就是以学生为本。一切教育理念的

灌输、教学模式的实施、教学实践的开展，都应该以学生为核

心。捕捉学生的心理，驾驭教学规律，都应该以学生学习的现

实状况为前提。这是本部著作的宗旨所在。同时，也是对传统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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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理论、教学模式的一定程度的突破。因此，本书既具有理

论性，又具有应用性的特点，突出了自己的风格，可以称之为

上乘之作。对于各级学校的政治课教师、学校及教育行政部门

的有关领导和管理人员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应该清醒

地看到，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构建科学的教

学模式，树立新的教育教学理念还要做大量的实验和研究工

作。这里，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更好的教学研究理论著作不断

诞生。

吉林师范大学政法学院院长 王柏文

201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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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与技能训练是高师院校思想政治教育专

业的必修课，是从事思想政治学科教学必须掌握的一门专业知

识。我们从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与技能训练是培养人的社会活

动，是一种感悟，是一种知识的链接，是一种精神的传递出

发; 遵循思想政治课教学是师生合作，师生互动，知识共建，

知识共享的原则来建构本章的写作。

第一节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与技能训练概述

一、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与技能训练的研究对象

思想政治学科教学与技能训练的研究对象是思想政治学科

教与学的规律和技能训练的过程。确定这一研究对象的根据

是: “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