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为方法的教科书：原理、话语及记忆”研讨会 

论点汇编 

  

由浙江大学主办，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 

教育部浙江大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联合承办的“作为方法的教科书：

原理、话语及记忆”研讨会于 11 月 17 日、18 日在浙江大学紫金港校区

顺利举行。本次会议采用线上线下混合的方式进行,来自国内外高校的

59 位专家学者作为正式参会代表出席会议,线上线下共 180 余人参会旁

听。现将论坛的有关论点汇编如下：  

【开幕式致辞】  

顾建民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院长：  

本次教科书国际论坛是教科书研究领域的一次盛会。教科书作为知

识的象征和载体，一直是师生教与学的重要凭借，是落实育人标准的重

要载体和促进学生发展的主要依托。一直以来，教科书研究是课程研究

关注的焦点。随着核心素养时代课程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当代中小学

教材建设步入了一个新阶段，如何发挥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当代教

材体系建设中的作用，已成为当前教育界普遍关注的重点之一。因此，

研究现代社会转型时期中小学教科书的意义也就更加突显。教科书的质

量直接关系到课程目标的达成，关系到高水平国际化人才的培养，更关

系到民族的希望、国家的未来。我们热切期待本次研讨会将教科书作为

“方法”进行反思与创造，促进教科书文化的交流与合作、促进不同文明

之间的融合与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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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田幸男教授，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会长：  

教科书集中表现国家政策和教育者的理念，学生、读者通过教科书

接收新知识、新观念，其国家观念、人生观、世界观等深受其影响，因

而，教科书十分值得研究。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和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

中方教育史专家有二十年来的学术交流情谊，希望通过此次研讨会，开

拓国际学术交流的新方式和新途径。  

田正平教授，浙江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原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分会

名誉理事长：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和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有着多年的友好关系。 

2004 年暮春，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与日本亚洲教育史学会曾在杭州金溪山

庄共同举办了“教育交流与教育现代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十多年过去了，

在此期间，中、日两国的教育史工作者，通过各种形式延续了双方之间

的交往和学术上的商榷探讨。当前，世界范围内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从

各个方面改变着人类的生活和生存环境。教育领域各种新技术、新方法、

新手段的广泛采用，正在有力地推动着教科书编写从理念到实践的深刻

变革，站在 21 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高度，回顾历史，结合各国的实际，总

结前人在这方面的得失利弊，探讨关于教科书的原理、方法与书写等问

题，不仅是对逝去的历史的一种尊重和重新认知，也是我们教育史从业

者以自己的方式对现实的一种积极回应。  

周江洪教授，浙江大学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  

教科书不仅体现了国家意志与主流价值观念，履行着国家意识形 

塑与守护的职能，也表征了不同时期教科书编制者的文化传承与创新，

是现代教育交流、文化流通与使用的重要载体。不仅如此，教科书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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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原理与制度更是保障教科书质量，影响一代又一代学习者的学习经验

建构的重要支撑。希望通过此次教科书国际论坛的举办，聚焦教科书研

究的历史话语与时代发展，加强文化交流、促进教育互动、推进学术繁

荣与创新，为教科书研究的原理、话语及记忆注入新的思路与新的力量。  

【11月 17日大会主旨报告】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刘正伟教授、浙江大学教科

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文军副教授  

田正平教授作《教育大变革中的一位乡村塾师——<刘绍宽日记> 阅

读札记》主旨报告。通过对《刘绍宽日记》的解读，分析了浙江温州一

个乡村塾师刘绍宽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教育大变革中形象的转换，

考察了在清末民初传统教育向新式教育嬗变中，塾师群体投身于新式教

育之后的种种内心矛盾冲突及遭际，指出城乡塾师群体在世纪之交教育

大变革中形象转换的普遍社会意义。  

日本名古屋大学土屋洋教授从“排日”教科书的史前冲突出发，以小

学历史教科书为研究对象，探讨在抗日战争时期，重庆国民政府编写的

历史教科书所呈现的日本观。首先回顾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教科书政

策、日本对“排日”教科书的批判以及卢沟桥事变前后中日关于“排斥、抗

日”教科书的争论，接着分析教育部长陈立夫的历史教育观、1942 年的

历史科课程标准以及教科书编辑者的编写理念，最后对重庆政府时期小

学历史教科书的日本观作出归纳总结。重庆政府的历史教科书作为配合

抗战所编写的教科书，不言而喻地批评了日本的“侵略”，并强调其计划

性，把打倒日本视为国民革命的最终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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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东师范大学黄书光教授作了《海派教育家办学的文化审视》主旨

报告。黄书光教授以马相伯等为案例分析了 20 世纪海派教育家办学多维

度镜像，阐述其致力于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历程，及其独特的理

论创获和实践诉求。浙江大学刘正伟教授作了《推士与中国科学教育》

主旨报告。报告引用大量原始文献，对美国物理教师、物理学教授、教

育部教育专员乔治·R·推士的生平进行了详细解读，阐述了推士于 1922 

年至 1924 年访华期间参与中国新学制科学课程的设计与改造及其返美之

后对中国科学教育的研究与传播。  

日本学者向野正弘作了《日本から照射する清末民初歴史教科書 

形成史》主旨报告。作者从清末传入中国的日本历史教科书、教科书的

审定制度、中国历史教科书中世界认知的变化、历史教科书内容分析四

个方面梳理了清末民初中国历史教科书的形成史。  

浙江师范大学楼世洲教授作了《民国时期物理科学教科书研究》的

主旨报告。楼世洲教授以《民国新教科书物理学》、《共和国教科书物理

学》为案例，对 1927 年至 1937 年的中学物理教材的编写及改革作了细

致地分析。   

【分论坛（一）】  

主  题：“现代教科书的文化：中国与世界”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汪辉副教授、叶映华教授  

评议人：《复旦学报》陈文彬编审和《上海教育科研》副主编张肇丰

研究员  

日本爱知教育大学松婷作了《20 世纪初期日本对中国乡土教育产生

的影响——以江苏省南通市乡土教科书为中心》的报告，她以江苏省南

   4  



通市为区域研究对象，对该地区 20 世纪初出现的乡土教科书《南通县乡

土志》的内容进行分析，探讨作为国民教育一部分的乡土教育试图传达

出的国民教育理念。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王亚飞作了《“必远胜于科举制”：张之洞制定

清末新学制时对旧学教育的“苦心结构”》的报告，阐释并分析了张之洞

在清末新学制构建中的旧学教育愿景，探讨了教育变革中文化的继承与

发展之间平衡问题。  

浙江科技学院黄建滨教授作了《戈鲲化<华质英文>编写理念及其

对中华文化教材编写的启示》的报告，从戈鲲化的个人经历与时代背

景探析其编写《华质英文》的教育理念以及该教材所体现的教材编写

原则。  

浙江大学博士生翟瑜佳作了《时代变迁与国家话语建构：战后中小

学课程改革》的报告，重点考察了抗战胜利后中小学课程改革的过程、

内容及特点，指出战后中小学课程改革体现了处在时代变迁之际的民族

国家建设对教育的诉求。  

湖南科技大学李学教授作了《教学视域中的教科书编辑方式创新》 

的报告，从当代课程与教学视角出发，提出了基于教学的教科书编辑优

化策略，实现教科书编辑方式上的创新，并使教科书文本与教学文本之

间保持适当张力。  

浙江大学博士生水鑫怡作了《抗战时期边区学校课程想象与民族共

同体的建构》的报告，从课程想象和民族共同体建构的视角出发，对抗

战时期边区学校课程改革进行剖析，指出整风运动后，陕甘宁边区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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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一场以人民为中心的大众化课程改革，从而开启了一段本土化、地方

化教育模式的探索历程。  

浙江大学博士生冯小雪作了《竺可桢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地

理教学》的报告，考察了竺可桢对于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小学地理教学

的改革与实践，指出竺可桢主张中学地理课程混合编制，提出新学制高

级中学应把地理列为必修课，以及革新中小学的地理教学法等方面的举

措，为中学地理课程的建设及中学地理教学实践做出了重大贡献。  

河北科技师范学院教授李保田作了题为《教材、课本及教科书名称

考》的报告，用翔实的史料正本溯源，厘清了教材、课本和教科书之间

的概念内涵及其关系。  

浙江大学硕士和丽芬作了《三种理论视角下的教材使用研究》的 

报告，系统地回顾与梳理了国际教材使用研究中三种有代表性的理论，

她认为目前教材使用研究趋向理论的多元化和方法的多样化，且不断强

调教师、学生和教材之间的互动。  

曲阜师范大学硕士付瑞莹作了《鲁教版高中地理必修教科书中的单

元活动：设计特点与使用建议》的报告，解析了鲁教版高中地理教科书

单元活动设计的特点，并提出相应的教科书使用建议，为地理教师有效

使用教科书提供借鉴与思考。  

上海杉达学院乔新虹副教授作了《清末<蒙学生理教科书>的述评》 

的报告，阐述了《蒙学生理教科书》体现的“合而为一”的中国传统哲学

思想，在教材史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地位和时代价值。  

【分论坛（二）】主  题：“现代教科书的教育空间与文化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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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持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王慧敏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讲师刘幸  

评议人：杭州师范大学丁贤勇教授、浙江大学教育学院肖龙海教授  

北京师范大学讲师刘幸作了题为《日本明治时期书法教科书版刻实

物考察》的报告，以日本明治时期书法科教科书实物为基础，探究日本

书法教科书对塑造日本民众书法审美认知的作用及影响。  

日本明海大学准教授小川唯作了《经亨颐与日本——探讨清末留 

日学生回国后的地方教育改革》的报告，探讨经亨颐于 1903 年至  

1911 年自日本东京留学归国后所带回来的伦理学、课外活动、社会教育

等教育思想对浙江新式教育产生的影响。  

山东泰山学院讲师王荣辰作题为《日本作文法教科书在中国的译介

与接受——以夏丏尊“教学小品文”理论为例》的报告，详细介绍了夏丏

尊译介日本“教学小品文”及其在中国的接受与本土化过程， 

以及对小品文作文练习价值的改造。  

韩国学中央研究院博士生李彬彬作了题为《清末民国时期地理教科

书中韩国形象的变迁》的报告，介绍了在清末民国时期中国地理教科书

中，韩国从“小中华”向“落后国”最终转变为“同伴者”形象的变迁过程。  

杭州高级中学教师余知辛作了题为《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省立第一师

范美术课程研究》的报告，作者在报告中考述了清末民国时期浙江省立

第一师范的美术教学理念、课程设置以及教学方法。  

华南师范大学博士后闫斐作了题为《国家认同的演变与重构：建国

以来初中历史课本中少数民族形象的演变》的报告，以新中国建国以来

不同时期出版的初中历史课本中少数民族形象的变化为例，探讨我国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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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认同教育中的“多样性”议题，指出我国的国家认同具有变化性及时代

性等特征。  

浙江大学肖龙海教授和叶德伟作了《教科书上的“非典”——科 

学课程中的防疫教育》的报告，选择了若干版本科学（生物）教科书，

从编写依据、教学内容、教学目标和教学方法四个方面检讨中小学科学

教科书上的“非典”学习内容，审视当前的科学防疫教育。  

浙江大学王慧敏副教授作了题为《国家性格、文化独立与语言教科

书——诺亚·韦伯斯特论共和国教育中的国家主义》的报告，通过分析韦

伯斯特的语言教育与政治思考之间的关联，并将其置于美国建国初期的

时代背景中进行考察，阐述了美利坚合众国在获得政治独立之初所面对

的追求文化独立的急切、焦虑和不安全感。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后蒋佳作了题为《Desiring Responsible Socialist 

Citizens:The Representations of Citizenship in the  

Official Textbook of the Politics Curriculum in China》的报告，她通过对公

民教育中某些特定话语的特征、起源、目的、局限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

和历史背景进行分析，以高中政治教科书为研究对象，考察话语建构之

下的公民形象，指出教材里的民族认同背后有对政治认同的培养。  

西北大学硕士王子聪通过考察民初历史教科书接受和改造“文明” 

与“进化”的观念的历程，探讨了编纂教科书的知识人心目中作为民族国

家的中国与不断扩张的帝国主义之间关系的变化。  

浙江大学硕士刘密佳作了《<纽伯特报告>与现代英语学科的形成》

的报告，比较深入地梳理了《纽伯特报告》产生的背景、内容及特点，

指出其对英语学科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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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论坛（三）】  

主  题：“现代教科书的编制原理、制度及创造”  

主持人：由浙江大学教育学院何珊云副教授、“百人计划”研究员刘

超  

评议人：山西省社会科学院《晋阳学刊》副研究员李卫民和湖南科

技大学李学教授  

浙江大学“百人计划”研究员刘超作了题为《近代中国大学的制度、

运作与构型——以年龄结构为例》的报告，作者分析了 20 世纪初期近代

中国大学出现的少壮派教授和年岁颇大的讲师并存的怪现状，指出了当

时学术制度的结构性缺陷。  

德国 Georg Eckert 国际教科书研究所博士生李凯一作了题为《国际

联盟作为国际共识的载体是可能的吗——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教授国际联

盟知识的全球化尝试》的报告，以国际知识合作组织的历年会议报告以

及该组织出版的教育期刊为文本材料，从跨国史的视角及新制度主义原

理来论证国家立场是如何影响教科书中对国际联盟的描述。  

浙江大学博士生陈金慧作了《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联考研究》的

报告，对抗战时期国立大学招生联考制度变迁进行系统的考察与梳理，

指出抗战时期国立各院校根据战时实际需要和各区域特点，先后采取联

合、分区、再联合招考的多次尝试，最终走向国立各院校统一招生。  

山西大学晋商学研究所博士生余龙作了题为《晚近教材应用与社会

经济发展的嬗变——以商业性知识为中心》的报告，分析了晚近学校正

规教育中商业教材的使用对于个人商业需要之作用，阐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以前“实用救国浪潮”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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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师范大学张睦楚副教授作了题为《想象异域与自我正名：留美

中国学生及其游学指南手册中的留学生活》的报告，对近代留学指导类

手册的留学生活进行检视，从留学生与近代异质文化互动变迁关系的视

角入手，挖掘与留学生相关的文本所留下的“文化互动”的印记。  

浙江大学博士生王林卉作了《回到象牙塔：1930 年代中央大学对

大学精神的想象及建构——以<国风>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她在报

告中研究指出，在 1930 年代初，以南高师学者为主的学者群体在《国

风》杂志中呼吁学者回到象牙塔，保持学者人格，坚持学术独立，并

据此建构了一幅理想大学教育的图景。  

浙江大学博士生谷亚作了《抗战时期国立大学研究生教育——以浙

江大学为中心的考察》的报告，以国立浙江大学作为个案，探讨了抗战

时期国立浙江大学在研究生招生、培养和毕业考核中形成的文理交融，

多科并重；研究与应用结合，服务国家与社会需要；理论研究与实践相

结合等特点。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任睿在《民国时期教科书助读系统的演变与启

示——以中学国文科为例》的报告中，梳理了民国初年、新学制时期、

新标准时期以及全面抗战时期中学国文教科书的样态变化，揭示了助读

系统从单一零散到多点分布再到系统整合的发展变迁过程。  

浙江工商大学张绪忠副教授作了《历史书写与民族认同：抗战时期

历史教科书中民族主义话语的表达》的报告。报告指出，民族主义始终

贯穿在历史教科书的编写中，抗战时期历史教科书的编写更加关注文化

的传承和民族振兴，呈现出较为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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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师范大学讲师饶鼎新作了题为《从“法式”到“法则”： 1930 年代

中学国文教科书文章作法知识的建构》的报告，分析在 1930 年代被写入

中学国文课程标准中的“文章作文法”教学，阐述了其对中学国文教科书

知识体系现代转型的促进作用。  

浙江外国语学院讲师祁小荣作了题为《语文教科书视角下写作教

学知识谱系与话语变迁》的报告，该报告总结了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

写作教学知识中的“阐释共同体”、“共同范式”、“常规话语”三重话语，

梳理了在修辞学视阈之下写作教学话语类型的形成过程，并以美国写

作教材《写作者的选择》中的四种体裁类型为例，解析语文教科书视

角之下的写作教学话语实践。  

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张悦、高德胜教授作了《初中<道德与法治> 教

材中国家形象的社会表征研究》的报告。报告基于 4D 国家形象模型和

社会表征理论，采用两种方法来分析初中《道德与法治》教材所建构的

国家形象，指出国家形象是特定历史时空下的国家现实的反映，是国家

意识的直观表达，并印证了教材在传递国家叙事中所起的作用。  

浙江树人大学讲师陶芳铭作了《我国中小学德育教科书百年历史演

进及价值嬗变》的报告，在梳理百余年来中小学德育教科书演变的历史

轨迹的基础上，评述了我国中小学德育教科书文本中所蕴含的 

“变”与“不变”的价值教育理念。  

【11月 18日主旨报告】  

主持人：浙江大学教科书中心副主任屠莉娅副教授、教育部浙江大

学基础教育课程研究中心副主任刘徽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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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课程与教学部主席 Daniel Sergio 

Friedrich 副教授作了题为《Historicizing Curricular Struggles:  

Global and Local Issues》的报告，他借鉴了美国教育史学研究的基础

性文本《1893～1958 年的美国课程斗争》（克利伯德著）一书中的史

学思想及概念工具，通过审视克利伯德关于课程与知识问题的阐述与

当今的区别及联系，以及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全球性和本土性的问题，

探讨了当今课程与知识建构应有的框架。  

日本东京大学教育研究生院福留东土教授作了《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n Japan and the U.S.: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flections》的

报告，从历史的角度对美国和日本的本科生教育进行了比较。福留教授

研究指出，二战后从美国引入的通识教育课程在日本效果并不显著。他

强调，应从历史实践进行反思，不断寻找本国本科教育的新途径，从而

更好地培养作为全球领袖的年轻一代。  

西南大学谢长法教授作了题为《道尔顿制的“中国之旅”——以柏克

赫斯特 1925 年在华活动为中心》的报告，作者通过对柏克赫斯特访华前

的准备、柏克赫斯特在华的行程梳理与分析，清晰地呈现出道尔顿制完

整的“中国之旅”及其影响。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商丽浩教授作了《民国中学外国地理教科书中的

日本》的报告，从形塑世界观念的角度，阐述了民国时期中学外国地理

教科书中呈现日本形象的三个维度，指出其内容变迁体现了国人对日本

丰富而复杂的认知，也记录了国人世界观念变化的轨迹。  

韩国韩南大学的李相武副教授作了《朝鲜时代饥荒和传染病的发生

时学校和科举制的运营——以 17 世纪小冰期为中心》的报告，将历史与

现实问题进行隔空对话，论述了 17 世纪朝鲜饥荒和传染病对学校和科举

制的影响，指出当今新冠疫情肆虐，教育情况与 17 世纪因饥荒和传染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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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延期上学等活动有很大的相似性，引发了历史事实如何关照现实、为

现实服务的思考。  

浙江大学教育学院屠利娅副教授作了《教科书中民族精神的多重演

绎：基于民国小学公民教科书的分析》的报告。报告以民国三种公民教

科书为案例，从知识建构、内容体裁和编撰特点三个角度细致地探讨了

中华民族精神在公民教科书中的表征和演绎的多样化形态，并以民国教

科书为棱镜来审视民国时期民族精神意义建构的内涵。【闭幕式总结】  

刘正伟教授，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主任：  

2020 年反复出没的疫情未能阻挡各位专家参与学术交流的热忱，本

次会议跨越国界、跨越时空、跨越学科边界，研讨涉及课程理论、教育

实践和教科书历史等领域，打通了教科书研究的历史、现实和未来的视

界，使“作为方法的教科书：原理、话语及记忆”呈现一个丰富而立体的

世界。  

  

  

浙江大学教科书研究中心文/和丽芬、

刘密佳、陈恬妮编辑/苏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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