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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开放式教育产生的理论依据
毛泽东同志曾经指出：“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

有革命的行动。”任何一项事业的成功都不是盲目

所取得的，都必须以成熟的理论作为基本的指导思

想，同时没有先进的科学思想做指导，现代教育的

产生也是不可能的。开放式教育的实施也有先进

的理论作为基础，即：

1、开放式教育是以辩证唯物主义思想为基

础。所谓教育改革、教育创新都是在辩证唯物主义

的思想指导下进行的，开放式教育在理论上主要是

主体教育思想、和谐教育理论、创新教育理论。

2、“以人为本”，马克思说：“每个人的自由发展

是整个社会健康发展的前提。”“以人为本”就是以

发展学生全面素质为育人的根本目的，在教学过程

中确立学生主体地位，确立学生的教育的核心地

位，发扬学生的主体精神，发挥学生的主观能动作

用，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积极性和热情，提高学生

的主体发展水平，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创新意识

和创新能力。学校教育应努力培养学生的主体性，

让他们自主确定学习目的，自主参与学习，实现自

我的充分发展。

3、建立和谐的学习气氛，使学生的学习在轻松

民主的气氛中进行，注重校园文化建设，进而培养

学生的非智力因素，使学生都能达到全面和谐发

展、成才的目标。

4、教育是知识创新、传播和应用的主要基地，

也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人才的摇篮。美国行为

科学家马斯洛说过：人的创造力有两种，一种是有

特殊才能的创造力，一种是自我实现的能力。前者

是少数人具有的，后者则是所有人应该具有的。教

育培养创新精神和能力，应同时开发这两种创造

力。故开放式教育是以培养创新能力人才为目

的。

5、注重群体和个体的差异，使每一个受教育者

在心理和生理上都能得到平衡的发展。人与人之

间是有先天性的差异的，必须根据这一特点因材施

教，既重视学生群体的总体素质提高，又重视学生

个性的身心发展和完善。

开放式教学是一种以人的综合素质提高为终

极目标，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现形式。

二 开放式研究型教学模式的基本特点
（一）开放式教学模式

教学模式是教育理论支配下为实现教学目标

而形成的一种教学模式，主要包括教学目标和任

务，教学的组织形式，教学原理以及系统操作等过

程。现代教育如何利用新型技术，改革课程的教学

模式，找准切入点，是提高教学质量的可行的办法，

利用现代化教育技术对课程总体的整合，是一种非

常好的教学改革实验，也符合开放式教育学习的基

本特征。

开放式教育同样也包括教育学的两面，但是教

师由核心变为辅导地位，学生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地

位。传统的教育方式，以传授知识为主体，理论知

识和实验课都局限在课堂内，这种教学方式不利于

培养学生的发散思维，不利于学生创新思维和创造

能力的培养。开放式教育就是要突破教材的束缚，

使教材由主导地位变为辅助地位，教师就要熟练地

掌握信息技术，利用现代化手段掌握大量的有用信

息提供给学生，并能够利用多媒体技术，制造出活

灵活现生动的画面展示给学生，把平面教育和立体

教育结合在一起，提高学生的抽象思维能力。现代

化的教育时代，已经出现了电子教材，电子课程，这

就打破了纸介教材和纸介课程的局限，可以通过电

子课程展示人体的奥秘及材料力学中电子的碰撞

过程，这就提高了学生的感性认识，这就要求教师

必须要掌握现代化技术，才能对课程进行设计，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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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过程也是一个探索和研究的过程。这种学习的

特点更重要的是强调某一种原理的形成过程，要把

研究方式和教学内容和研究过程展示给学生，这对

激发学生的自主学习和研究的动机是十分有利

的。研究性学习是基于人类对学习活动的不断认

识，逐步形成的一种现代学习观，强调学习者的主

动探究和亲身体验以及基于真实任务的研究问题

的解决。对于课程教学来说则是学生在教师指导

下，选择与课程内容相关的专题进行研究，并在此

过程中主动获取知识、应用知识、解决问题的学习

活动。

（二）应用现代技术构建开放式教育理论和实践

在运用现代教育理论和现代教育技术构建开

放式教育的实践中，通过课堂设计、动画设计、电

影、录像等多种信息的组合，并将这些组合成功地

应用到教学实践中，教会学生掌握和制作课件的能

力，能够自行设计实验，能够进行基本的课题研究，

达到创新人才培养之目的。应用信息技术，整合教

学模式，主要包括教育与学习理念的整合、教学目

标与内容的整合、教学方法的整合、教材的整合、教

学环境的整合等。

1、教育学习理念的整合。现代教育下所形成

的开放式教育模式，就是要树立终身学习的思想，

只有这样才能不断提高适应社会的能力，作为一名

合格的教师必须要活到老学到老不断充实自己的

知识结构，才能给学生提供更多有用的信息。传统

的一个专业定终身的思想在现代教育下已经行不

通了，转变教育观念是十分重要的。

2、教材的整合。教材是知识的裁体，是教学的

基本工具，建设好教材，是教学的一个重要方面，在

现代教育体制下，任何一本教材都难以适应现代化

需要，因此，必须给学生提供更多的教学参考书目，

随着现代化教育手段融于教材，教材也趋于立体

化，多维的方向发展，整合教材势在必行。

三 开放式教育的基本原则
（一）教学主体性原则

现代教育认为，学生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以自

我为中心的探索式的学习方式，这种学习方式具有

积极向上的一面，能够调动原有知识和经验，认识

新问题同化新知识，并进一步构建他们的思维能

力，教师尊重学生，重视学生的兴趣爱好，把学习的

主动权交给学生，调动学生积极参与学习的积极性

和主动性，从而使主动性得到发挥。在教学过程中

要鼓励学生自由的阅读、操作、尝试、交流、讨论、辩

论、质疑、解疑，教师要启发学生积极的思维，并能

积极的提问，让学生多读、多想、多讲、多做，把学习

的最大空间留给学生，让学生的创造思维能力在一

种民主的气氛中，自由式的讨论中得到培养。

（二）教学的民主性原则

传统的教学方式，是以教师中心，教师怎么讲

学生就怎么学，教学过程完全是一种填鸭式的，过

分强调学生尊重老师，强调师道尊严。在课堂上完

全是惟教师独尊，教学过程是一言堂，这种教学方

式是不利学生思维能力培养。开放式的教育就是

要建立一种新型的师生关系，教师既是良师也是益

友，学生更多的是参与教学过程的学习和讨论，教

育双方是民主的、互动式的。这种师生关系，有利

于营造一种民主、平等、和谐的课堂氛围，有利于挖

掘学生的学习潜能。教师要充分尊重和信任学生，

把他们看成是知识的主动探求者，尊重学生提出的

意见，鼓励学生提出不同的见解，帮助学生树立自

信心，这样才能促进学生积极主动地学习。

（三）教学中动态性原则

开放式的教学过程，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学生

的课堂表现和课堂需求是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应

根据这个变化过程对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教学手

段进行调整，始终保持教与学处在一个良好的状态

当中，这种教学方式有利于培养学生主动性和创造

性以及学习潜能的发挥，当然这个过程具有很大的

难度，教师除了深刻地领会教学内容和大纲外，还要

对社会问题有所了解和认识，才能灵活地应用。

（四）教学中的合作性原则

在课堂教学中，开放式教育要相互尊重、相互

交流、相互启发、取长补短、共同提高，这样做进一

步沟通了学生与学生之间、学生与教师之间的了

解，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交流相互合作，把学习过

程不再看作是单方的行为，而是一个互利双赢的过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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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the Internal Campus Environment About
Mo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Art

CHEN Bin1，QIU Ling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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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studying general character of moral education in universities，it is our efforts to
explore the individualities of mo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art. To explore the moral education in
institutions of higher art，we should not only emphasize the changes of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environment，the
reform and development in higher education，but also focus on analyzing the internal campus environment of moral
education，even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harmonious environment of moral education and peoples‘
main-fac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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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tents and Ways to Construct Open Education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Period

JING Zhi-ming，TAN Xing-kai，WANG Fu-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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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mpetition in the knowledge economy period is mainly compition of high technology and talents.
Grasping the opportunity，advancing the quality education from all aspects and cultivating the talents who have high
quality and creative thought and abilty is the core of higher education. We must change the idea of higher education，
develop greatly the open education which is fit to the knowledge economy period，and cultivate new talents who can
suit modern society and future society. The key is to reform the traditional education model，which should be
regarded as a breakthrou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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