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une 2020

教育科学发展 ScientificDevelopmentofEducation

2020年 6月

1 教育学理论在中国的发展

教育学理论体系庞大，内容丰富，中国教育学理论发展大

体可以分为以下几个阶段[1]：

淤20世纪初到 1949 年———这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

建立之前的大量译介西方教育学著作、引进西方教育学理论

时期。中国开始从日本引介教育的概念与命题，到后来学习和

译介美国的教育理论[2]。大量西方教育学理论冲击了中国传

统教育，中国教育面临转型。

于1949 年到 1978 年———这一阶段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

立到改革开放时期。20 世纪 40、50 年代大量采用苏联教育学

家凯洛夫的理论，翻译了他的《教育学》，教学基本采用苏联模

式，当时中国的教育学研究主要以学习和消化苏联教育学研

究成果为主，独立自主进行理论研究的任务还不是非常重。

盂1978 年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一阶段教育学理论

发展复苏。实验研究逐渐成为这一阶段中国教育学研究的主

流，并朝着整体性和综合性的方向迈进。逐渐恢复和发展教育

学各分支学科的专业建制：教育哲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心理

学、教育经济学等不仅在大学的专业设置中占有一席之地，而

且拥有相对独立的学术组织和团体。这种学科或专业“边界”，

是把研究者归属于不同的学科或专业，驱使他们成为各自所

在学科或专业的“看护人”。学科专业更加精细化，理论也更加

精确化。

榆20 世纪 90 年代，更确切地说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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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人们开始意识到教育理论走向教育实践的复杂性。一方

面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存在着某种距离，另一方面，不同

性质的教育理论与教育实践之间的距离是不同的。因此，教育

理论往往不能直通教育实践，而必须通过某种中介或转化，才

能达到指导教育实践的目的。因此这一阶段的教育理论更加

注重现实生活，更有实际意义。

虞21世纪初叶。这一时期的教育理论发展是以往时期的

总结提升和创新，总体来说呈现出了与 20 世纪不同的新态

势。引入了新的方法论；产生了新的教育学研究方法；教育的

专业界限模糊 [4]，教育界研究人员面临挑战、存在争议；更加

注重教育理论的实践性、注重教育的本土化发展[5]。

2 中国教育改革

中国的教育改革要从 20世纪 80 年代开始说起。从生命

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让课堂焕发出生命的

活力[6]。这就需要关注多方面因素：教师的专业性知识理论基

础、实践性知识是否具备；学生的积极性、自我认知和自我价

值能否得到充分展现；教育学理论的研究者与教师的界限是

否能够进一步消除；教学环境是否能够进一步改善；是否注意

到对到课堂生活本身促使学生情感发展的价值……课堂教学

要真正成为实现新的教学目标的过程，不但要使师生的生命

活力在课堂上得到积极发挥，而且要使过程本身具有生成新

因素的能力，具有自身的、由师生共同创造出的活力[7]。教师

更应该注重自身的实践性知识，和外显的理论性知识相比，实

践性知识像是隐藏在海面下的冰山，而教师的实践性知识,与
外在理论相比，教师更具亲和力，更能为学生们带来稳定感和

安全感，因而也更具持久发展和自我生发的可能性；与机械模

仿相比，它更加系统、明朗，更具有批判反思的可能。教师只有

以这种知识为基础，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理智力量，去除对专家

的迷信，言说自己的知识，找到自己知识的生长点和自我专业

发展的空间。进一步缩短自己与教育理论学者的距离，成为教

育发声者，主动寻求身为教师的职业和人生价值[8]。

3 教育学理论发展过程中的曲折

教育学话语和范式的更新、现象学教育学、本质主义等教

育学新式理论，教育学基本类型与理念发展、西方国家的教育

理论分析与引用……中国教育学园地理论可谓百花齐放，但

在很长一段时间甚至是直到现在西方教育学理论在中国仍然

占据着主导地位。一些教育研究者更是大谈特谈理论，忽视实

际情况，当遇到教育问题时，无意识地一头扎进西方教育学理

论框架中寻求答案，从西方理论中片面地加以摘取和引用。直

接用西方的教育概念、命题或理论阐释中国的教育问题或者

先陈述西方的教育理论和实践，再附上这些理论和实践对我

国的“启示”“启迪”或“借鉴价值。那么教育论、教学论是否一

定要千篇一律地谈规律、原则、方法？特别是那种更低一级的

专门的原则与方法研究是否可能为实践者所领受教育学理论

的本土化与自主化[9]？

当然，近些年来教育研究者也渐渐认识到这些问题，积极

致力于切合中国实际之需的、有意识的改造。并且有很多学者

提出符合中国国情的教育理论并努力实践。例如，以叶澜为代

表的研究群体沉浸“新基础教育”实验十余年，探索转型时期

中国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之路，矢志建立体现中国原创的“生

命·实践教育学派”[10]。我们要深刻意识到教育本土化的重要

性，在全球化的时代下坚决抵抗文化霸权，创造民族的、大众

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构建起中华民族的教育体系。

同时，教育学专业界限日益模糊，许多学者担心引入其他

学科知识会失去教育学的独特性，对其他学科采取一种消极

的抵制态度，这是于事无补的。重要的是，利用教育学的整合

优势，秉持一种自由而开放的态度，“以我为主”地吸纳其他学

科的理论和方法，主动适应学科发展的新变化，立足时代潮

头，抓住难得的时机，尽快实现教育学质的飞跃性发展。教育

理论的革新不妨从其他学科中寻求灵感，借助其他学科打开

视野，顺应知识生产和传播的时代特点，坚持以我为主。如果

教育学只是一味地引人其他学科的理论和方法，不去谋求自

身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知识立场和独特视角，它就不可能与

其他学科展开真正意义的对话，就不可能在他学科介入的过

程中保持自身的合法性。因此保持合理的尺度和自身的底线

显得尤为重要。

虽然受历史条件的制约我们的教育学起步晚、进展慢。教

育理论进入实践阶段周期长、发展慢，难以看见显著成果。中

国借鉴西方教育学先进理论，但借鉴不是照搬，不是简单移

植，而是要看它们是否再现或吻合了现实教育生活的需要，在

这同时，也要警惕西方文化侵略，坚持本土化和自主化。教育

改革这一艰巨任务不应该只由教育理论研究者出力，学校和

教师，更重要的是学生，都应该发挥自己的作用。更重要的

是，要认识到这几者的关系不是割裂的，要相互联系：教育理

论研究者的理论研究不能脱离教育现实，让教师产生茫然感

和距离感，教师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都应

该建立起良好的沟通机制，让中国的教育实践得到最充分地

发挥，让教育事业早日取得长足进步，使得中国教育发展跟

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步伐，早日实现教育强国、人才

强国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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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与社会需求脱节等现象越来越突出。所以亟须通过深度

研究现有的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标准，并在此基础

上结合高职物流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互联网+”教育要求，

重新打磨更具有时代性的课程标准。

2.2 课程并没有和“互联网 +”环境高度契合和

紧密联系，难以培养出时代性的创新型物流人才

2015 年 3 月，李克强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二届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

“互联网+”行动计划，“互联网+”不仅深刻影响经济社会生

活，更意味着思维方式的全新变革。随着“互联网+物流”的

不断推进，高职院校也要与时俱进。打造基于“互联网+”技
术的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有效课堂，要求高职

教师要熟悉和掌握各项“互联网+”教学技术，并在此基础

上将其融合到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课堂教学中，

实现互联网+课堂教学的变革，培养出时代性的创新型物流

人才。

3 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的教学改革

实践研究
本研究以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为载体，以该课

程课堂教学为抓手，充分利用“互联网+”教学手段，深度打磨

符合现代职业教育要求的课程标准，重新构建适应当代高职

学生特征的课堂教学体系、不断丰富和完善课堂教学资源和

教学条件，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和积极性，有效改善当前低

效的课堂教学，为高职教学提供教学思路和方法，促进专业教

师专业成长。

3.1 基于“互联网 +”课程标准的研究

课程标准是课堂教学设计的依据。打造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有效课堂，必须仔细研

读现有的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标准，并在此基础上

结合高职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和“互联网+”教育要求，重新完

善更具有时代性和实用性的课程标准。

3.2 基于“互联网 +”教学设计的研究

基于“互联网+”教学模式改革的教学设计是“有效课

堂”能够成功实施的基础，也是培养能够达到企业三维目

标人才的关键。因此设计完整性、规范性、有效性的教学设

计是非常有必要的，并在此基础上将其融合到高职《航空

货运市场营销》课程课堂教学中，实现“互联网+”课堂教学

的变革。

3.3 基于“互联网 +”教学资源的研究

教学资源是课堂教学设计的素材。打造基于“互联网+”
技术的高职《航空货运市场营销》课程有效课堂，需要充分研

究“互联网+”教学资源，去粕存精，优化整合，并在此基础上

形成丰富的线上教学资源库。

3.4 基于“互联网 +”的教改效果对比研究

在实施基于“互联网+”的“有效课堂”教改模式后，将对

教学前后的整体效果进行对比分析，主要以调查问卷的形式，

从学生对知识的掌握程度、学生对教学方式的接受程度、学生

对教学整体的满意率等进行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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