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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教学过程中的主客体关系问题是教育领域永恒不变的话题，主体性教育理论认为，教育主体的主体性通

过其对客体所具有的能动性来表现。教科书是课程的载体，作为教学活动中的客体贯穿于教育过程始终。

从主体性教育理论出发，教科书的角色应是师生互动的中介，处于客体地位，其使用应由教师主体性的

实现保证学生主体性，最终推动学生主体性的全面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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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 and object in the teaching process is an eternal topic in the field 
of education. The theory of subjective education holds that the subjectivity of the subject of educa-
tion is expressed through its initiative to the object. The textbook is the carrier of the curriculum, 
as the object of teaching activities throughout the education process. Starting from the theory of 
subjective education, the role of textbooks should be the intermediary of teacher-student interac-
tion and be in the object position. Its use should be guaranteed by the realization of teachers’ sub-
jectivity, and ultimately promote the all-round development of students’ subje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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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教科书作为书面化的课程，承载着课程目标对于教学的要求，有关教科书的研究层出不穷。现有教

科书的研究除理论方面的对于教科书角色与功能的探讨外，还可分为静态文本分析和动态使用两个视角。

静态文本分析主要关注教科书的编写，例如内容难度、呈现方式和编写逻辑顺序等，动态实施主要涉及

教师和学生两个使用主体，以及对于教科书使用的评价。 
教科书虽然主要作为学生用书，但现有研究以教师使用教科书居多，对于学生如何有效使用教科书

的研究相对较少。主体性教育提出教育活动的实质是人与人的交往实践活动，教师和学生作为人这一认

识自然的主体，两者的关系是教育主体和受教育主体的关系[1]。本文从主体性教育理论出发，旨在重塑

教科书的角色——师生互动的中介。 

2. 教科书概念辨析 

关于教科书的科学定义尚未形成，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出发对其进行概念界定，例如通过描述其功

能、特点、形式、来源等对教科书进行定义。通过梳理可以发现，主要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定义，广义上

将教科书定义为供教师教学使用的，包括纸质课本在内的各种形式的教学材料，即教材；狭义的教科书

是经国家编写、审定而后出版供师生教学使用的，是根据课程方案、课程标准等指导性文件编定的系统

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2]，即课本。现有研究普遍认为广义的教科书外延更为丰富，换句话说，狭义

的教科书即课本，具有更加严格的编写、选用等制度，具有稳定性、严谨性和唯一性。 
本文选取教科书的狭义定义，将教科书定义为教师和学生在教学过程中使用的为学习或教学服务，

从而为有效教学提供帮助的教学材料。 

3. 教科书使用的实然与应然 

3.1. 实然：作为学生用书的教科书 

3.1.1. 教科书是一种学生用书 
从教科书的编写意图来看，教科书是一种学生用书，教科书的初衷是为了学生而编，其编写原则同

时了考虑知识的逻辑顺序和学生的认知发展顺序，要有利于学生学习，作为一种学生的“学习资源”、

“学习材料”而存在。理论上，从课程实施的视角出发，古德莱德将课程分为 5 个层级，分别是理想课

程、正式课程、感知课程、运作课程和经验课程。在这 5 个层级中，课程实施的效果逐级递减，最终指

向经验课程。其中，教科书相当于正式课程[3]，教师是感知课程和运作课程的主体，学生是经验课程的

主体，换言之，课程实施最终是为了促进经验课程，也就是促进学生主体的发展。教科书作为书面化的

正式课程，其主要意图同样是为学生主体服务。实践上，毕华林通过问卷调查证明了学生对于教科书“学

材”性质的需求，大部分学生希望教科书能够帮助学生自学，代行教师的一部分职能[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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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教科书编写缺乏学生主体 
从教科书编写的程序来看，教科书是依据课程标准编制的、系统反映学科内容的教学用书[5]，因此

许多学者认为教科书具有权威性，代表着国家意志。但随着时代的变化，知识的无限性与教科书所能够

承载知识内容的有限性的矛盾，使得大多数教师接受了教科书所吸纳的知识仅是一种“范例”的观点，

即教科书是权威性和范例性的统一[6]。但这并不意味着学生能够加入到教科书编写的队伍中来，教科书

编写人员、教师仍是教科书的执笔者，学生不直接参与教科书内容的选择、编排与版面的设计等。学生

的主体的参与最多体现在教育研究者的教学实验之中，即通过教学实验间接性地归纳总结学生的认知发

展过程与特点，将相关研究结论作为教科书编写的重要依据之一。 

3.1.3. 教科书使用研究忽视学生取向 
从教科书使用的角度来看，教科书有教师和学生两个关键的使用主体，但目前有关教科书使用的研

究集中于教师使用教科书，关注学生使用教科书这一议题的学者少之又少。曾家延指出，这一研究视角

的缺乏隐藏着一系列可能的后果，不仅对课堂教学无益，造成使用目的单一、低效与低水平使用等问题，

还会限制“教科书为学生而编”初衷的实现，据此提出教科书使用研究应向学生主体方向发展[6]。 
因此，基于学生主体的教科书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入。 

3.2. 应然：作为在教师引导下学生使用的教科书 

3.2.1. 教科书的使用主体：教师与学生双主体 
大多关于教科书的研究虽然从教师使用的视角出发，但不可否认的是教学过程中学生主体的观念已

经深入人心，因此对教师使用教科书的研究，实际上蕴含了教师主导下学生使用的共识，并且有许多学

者持教师和学生双主体的观点。毕华林指出教科书应是学本和教本的融合，即教科书编制应站在学生的

立场，以学生发展为本，也要利于教师的教[4]。章全武借鉴教育主客体互动模式，对教科书使用四面体

模型进行解析，指明了“教师、学生”与“教科书、知识、能力”的主客关系、教科书与“知识、能力”

的表述关系以及教师与学生的交往关系，并据此构建了教科书使用的菱形模型[7]。其中，教师与学生作

为教科书使用的两个关键主体，处于平等地位，具有交往互动关系。 

3.2.2. 教科书的功能：利学利教 
教科书使用既然有教师与学生两个重要主体，那么对于其功能的探讨也应从教师与学生两个角度出

发。于教师而言，首先，教科书是教师备课、上课的重要资料，教师教学是基于教科书但不限于教科书

的教。其次，有利于规范教师的教学，充当教师的教学指南[2]。于学生而言，教科书是学生学习的入门

材料，教科书将浩瀚的知识以结构化的方式呈现给学生，学生逐渐将这种知识结构内化、吸收，并作为

认识其他事物的基础。还有利于学生自学，充当一部分教师的职能[4]。此外，教科书还在实现国家教育

目标、促进教育公平等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 

4. 教科书角色的再思考：基于主体性教育 

4.1. 教科书是师生互动的中介 

学生不仅是教育活动的对象，也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主体间性是主体性教育的研究视角之一，其主

要观点为：教育活动的实质是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实践活动[1]，即教育主体与受教育主体之间存在一种交

往关系。马克思所说的“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正是从主体间性的视角得出的对人的本质的认识。 
主体是相对于客体而言的，没有客体，主体性也就不复存在[8]。教科书作为贯穿教学始终的客体，

与师生之间构成了一种“主体–客体–主体”的关系，学生与教师对教科书的认识与有效使用过程中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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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出来的能动性，正是其主体性的体现，其交往主要体现出交互性、平等性和宽容性。 
交互性指师生之间的交流是双向互动的过程，知识、技能、情感、态度都在主体之间进行相互传递，

双方以教科书为中介，教师引导学生构造教育内容，学生通过教师的帮助主动构造教育内容。通过观察

课堂教学可以发现，教师并非一味地指导学生“把书翻到第几页”，而是通过描述教科书中的问题情境，

利用“想一想”“说一说”等模块激发学生思考，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予以反馈，不断构建、完善自身

的知识体系。 
教师在大部分知识、能力方面的积累高于学生，但师生作为教育活动的主体，在人格上是平等的，

在知识上也同样是平等的，这种平等主要体现在获取知识的过程。教师在上课之前会收集整理各种资料

进行教学准备，即备课，其中包括关于教学的知识和关于学生的知识。与此同时，学生也需要进行学习

前的准备，即预习，但教师给学生布置的预习作业并不明确，往往仅“预习”二字，由此削弱了学生主

体的积极性。因此，学生借助教科书进行预习时，教师可提供细化的指导，或是对教科书自身进行完善，

增进其帮助学生自学的功能，真正落实学生不是“空着脑袋”进教室的，使课堂变为师生共享、共创的

课堂。 
宽容性是主体性教育的目标之一，是一种较深层次的主体性的体现，以承认人的思想、观念、认识

的多样性为前提，蕴含着主体之间的相互认可、尊重和包容的态度[8]。它不仅包括教师对学生的包容，

也指向学生之间的交往——在尊重、听取他人观点基础上的思想交流。在教学过程中师生之间的这种宽

容性主要通过“对话”来体现，“对话”既是一种教学方式，更是一种教学艺术，宽容是其内在要求，

追求一种开放、包容的课堂教学氛围。读者反应理论认为，读者会以其文化脉络及其思考，创造读者自

己的意识，以解释教科书的内容，解释的目的不在于寻找作品的终极意识，而是在于阅读的创造性。这

启示我们在使用教科书的过程中应提倡个体之间的理解，应容许学生质疑教师对于教科书的理解，容许

学生挑战教师权威，学生完全可以基于自身的学习经验对教科书进行解读，提出自己的鲜活观点，只要

言之有理即可。 

4.2. 由“教师主体性”的实现保证“学生主体性” 

在 2001 年课程改革中，对于师生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所采用的表述是“教师主导，学生主体”，表

述中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性，对于教师来说，更关注其在教学活动中的主导作用，发挥着调控、引导课堂

教学的功能。主体性教育蕴含着两个基本指向——学生主体和教师主体，虽然主体性教育将重点放在学

生的主体性上，但并不否定、排斥教育者的主体性，它认为教师同样是教育活动的主体之一[9]。其中，

教师主体性的发挥一般指教师专业发展，要求教师既要适应当下的社会文化导向，贯彻课程改革理念，

掌握相关科学文化知识，又要具有价值选择和创造性运用的能力。 
教科书作为课程实施的重要载体，表达了课程目标对于学生学习的要求，同样蕴含了对教师教学的

方向指引。从课程实施取向来看，教师对待教科书的态度一般有忠实、调适和创生三个取向，现有研究

表明教师对于教科书的态度大多是基于教科书的教，即忠实和调适两种取向，教师对教科书采取的行动

多为对书中内容进行增加、删减或重组，极少有教师挣脱教科书现有结构的束缚进行创新性的教学设计。 
因此，基于实现教师主体性的要求，教科书编写应考虑教师主体，给教师留有创造性使用、发挥教

学艺术的空间。对于教师自身来说，用好教科书首先要研读课程方案与课程标准，理清方案、标准对于

学生学习的要求，随后才是研读教科书，梳理学科知识脉络；其次，在备课过程中，纸本形态的教科书

学习资源更新较慢，教师应积极运用教育学、学科教学相关知识去主动创造，经常对教科书内容进行补

充[10]，而不是将教科书当作教学的唯一资源；最后，教师主体的价值判断体现在教师能够对教科书质量

进行评价，教师不仅要提高自身使用教科书的水平，更应该具有评判教科书的能力，教师提出的教科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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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建议应作为教科书编写的重要依据。 

4.3. 教科书使用应推动学生主体性的全面发展 

主体性教育主要关注学生主体，最终目的为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学生主体性的发展既是一种思想

也是一种实践。许多学者先从理论层面探讨了受教育者主体性的内涵，紧随其后又开展了一系列主体教

育实验，例如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与河南安阳一所小学合作开展的关于小学生主体性发展的实验研究，

研究建立了可操作的小学生主体性发展的目标体系与测评体系[11]。 
教科书编写的初衷是为了学生学习而编写，但顾名思义却是教师教学的材料，指向教师主体，且

在实际使用的过程中，学生对其价值的有效发挥却不如教师。近年来，由于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理念

的深入，促使教育工作者努力转变教师在教学过程中的绝对权威。例如“学历案”就是向学生主体靠

近的产物，其前身是教师教学使用的教案，学历案转“教”为“学”，而“历”具有学生经历学习过

程的意味[12]，并依据此种设计理念重构了传统的教案形式。那么，学历案的变革是否会带动教科书的

转教为学？ 
基于上文实验中的小学生主体性分析框架，笔者试析教科书使用中学生主体性的表现，包括独立性、

主动性和创造性[10]。首先是学生的独立性，表现为自我调控、独立判断，自我调控指向教科书的自学功

能，学生在教师看不见的地方也能够进行有效学习。独立判断指向学生对教科书的评价，各级各类教科

书作为出版物，具有一定的权威性，鼓励学生发表对于教科书的看法，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

进而发展批判性思维，此外，在教科书编写时也应听取学生的观点，考虑学生的需要。其次是主动性，

表现为兴趣与求知欲，教科书的编写既需要考虑知识的逻辑结构，同时又要兼顾学生的认知发展规律，

考虑学生的兴趣与需要，由此便于学生理解与记忆，有利于激发学生思考，而思考就是求知最好的体现。

最后是创造性，表现为创新意识和动手实践能力，有学者认为创造性是最高层次的主体性的表现，因此，

教科书要为教学留白，给予学生足够的想象空间，可通过设置大单元、大情境、大问题，鼓励学生动手

实践以验证自己的猜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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