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教师就是好教育>>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好教师就是好教育>>

13位ISBN编号：9787503947605

10位ISBN编号：7503947608

出版时间：2010-10

出版时间：文化艺术出版社

作者：程红兵

页数：296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好教师就是好教育>>

内容概要

成就精彩课堂，关键在于提升教师修养；怎样造就教师的人格魅力；道德教育不仅仅是管德育；培养
理想的学生：合格加特长；像做船长一样做校长；语文命题求实，学生写作才能真实⋯⋯    程红兵，
从书生型的知识分子到全国著名学校——建平中学的校长，从精彩生动的语文课堂教学到对现代化学
校的管理，从丰富的教学理论到深入的教学实践，从加深教师的职业素养到培养良好的阅读习惯，无
不突显出程红兵以人为本的现代教育理念。
本书凝结了著名教育家、上海建平中学校长程红兵卓越的管理智慧、课程能力和教育创新意识，从校
园应该成为怎样的校园，校长应该如何当，教师的课应该如何上，考试应该怎样考，以及如何培养学
者型教师，如何使教师在文化修养中提升自己，濡染学生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思考和探索，是一本
具有全面参考价值的素质教育实录，充分体现出他的生命之爱、民主思想和人文情怀。
    本书为语文教师、班主任、中学校长等教育工作者提高自身修养，培养专业能力之教材首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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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程红兵，语文特级教师，上海市建平中学校长，上海市教师学研究会副会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
。
先后在《中国教育学刊》、《人民教育》、《全球教育展望》等刊物发表文章一百余篇，出版《语文
教学的人文思考与实践》、《教师人格魅力》、《创新思维与写作》、《程红兵与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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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程红兵的意义李镇西第一章　爱满天下——教师的职业修养　“为这节课我准备了一辈子”　找
到理想和激情这扇门　理想的教师是充满诗意的　优秀教师的人格魅力　不同的教师，不同的人格　
怎样造就教师的人格魅力　写给青年教师　如何上好公开课　我的语文自留地第二章　育人之道——
生命之爱、民主思想、人文情怀　爱心，有时是张网　尊重选择与放任不管　道德教育不仅仅是管德
育　我们应该怎样看待学生　我们要不要英才教育？
　民主教育：我们必须会变成小孩子　现代教师观，新型学生观第三章　学校管理——努力打造学校
的品牌　构建学校文化，形成核心优势　我心中梦想的学校　塑造属于自己学校的独特个性　培养理
想的学生：合格加特长　像做船长一样做校长　学校应该成为师生成长的精神家园第四章　语文教学
观——让心灵自由呼吸　以人为本——我的语文教学理念　语文教师应该补钙　与于漪老师关于语文
教育人文性的对话　新课标对语文教师的挑战　回归自然常态的语文学习　语文课的教学设计　语文
命题求实，学生写作才能真实　语文教学呼唤有价值的思想　自主探究性语文教学模式及课例第五章
　语文教学——精彩课堂实录　《我的叔叔于勒》教学实录　《群英会蒋干中计》教学实录　《易水
送别》教学实录　《大堰河——我的保姆》教学实录　《雨霖铃》教学实录第六章　作文指导——创
新思维写华章　　想象作文·教学实录　原点思维创新与作文·教学实录　多样化思维创新与作文·
教学实录　求异思维创新与作文·教学实录　求同思维创新与作文·教学实录　横向思维创新与作文
·教学实录　纵向思维创新与作文·教案　静态思维创新与作文·教案　动态思维创新与作文·教案
　后馈思维创新与作文·教案　超前思维创新与作文·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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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写给青年教师　　青年教师热心于教学改革，取得了一些成绩，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很想让别人
承认自己，承认的标准实际上就是看评职称，没有中级的想中级，不是高级的望高级。
一旦不能如愿，则一肚子怀才不遇，或心灰意冷，对酒当歌，得混且混；或“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
处。
”，拔腿走路，跳槽专业。
笔者也还算是青年教师，首批评上中级教师，似无遗憾；然评高级教师却多不顺，教学成绩突出，发
了许多文章，又是“封面人物”，全国青语会常务理事。
自视颇高，为何他人能评高级，自己不能？
心怀不平，抑郁不乐。
现在想来，其实浮躁，急功近利乃为学之大忌，把自己放在时空的天平上称一称，量一量，自己知道
自己的轻重，他人如何，无须多管，重要的是自己要名实相符，于是埋头苦干，只问耕耘，体会颇多
。
　　（一）投身教研，别无选择。
社会发展，机会增加，诱惑也多了，然书生意气，大多成不了富商大贾，顾影自怜，三尺讲台方是我
成才之地，“孩子王”乃我最佳职衔。
而投身教研教改是教师创造成才的必由之路，舍此，别无选择。
君不见古今中外教育名家谁人不是这样？
因为教学研究是高质量教学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教师职业的职责之一。
　　（二）既饱尝辛苦，又享受欢乐。
既然选择了教师，你就等于选择了辛苦；然而选择了教研，你就等于选择了欢乐。
教师本来就很辛苦，教学研究又使你增加了许多额外的工作量，然而乐就在奋斗之中，而且从此就有
了成功的希望。
寂寞书桌不再寂寞，黑白世界不再单调，此时此刻你会觉得淡泊也是一种享受，也是一种美。
耐心地读书，你能品出书的芳香；耐心地干下去，你能享受到成功的欢乐。
近些年来笔者先后在《中国教育学刊》《教育科学论坛》《山东师大学报》《教育论丛》《沈阳师范
学院学报》等。
20多家刊物发表了50多篇论文，一些论文还曾被《人大报刊复印资料》《高等学校文科学报文摘》《
教育文摘周报》转载或转摘，每当接到样刊时，那淡淡的油墨香简直令人陶醉，因为其中浸渍了自己
的汗水和心血。
　　（三）把握规律，提高质量。
全面深入地研究，你能大面积地提高教学质量。
我曾发表了一篇题为“高考语文测试的反思与前瞻”的论文，从宏观上预测未来语文测试的发展趋向
。
有朋友激我：“文章虽好，但能预测今年（1995年）的语文高考吗？
”我说：“试试吧。
”于是我在《语文教学之友》11995年第2期发了一篇预测1995年高考语文测试的文章，7月高考试卷出
来，居然许多地方不幸被我言中，以作文为例，我说考议论文，果然以考议论文为主；我说考材料作
文，果然考材料作文；我说材料作文很可能是给一段文学作品，果然是给一段文学作品。
这件事令我自己也很惊讶，这个例子说明事情都是有规律可循的，学习、训练、复习、迎考，每个环
节悉心研究，自然事半功倍。
　　（四）高屋建瓴，明察秋毫。
深入研究，反复自审，能发现自己的不足，能产生许多困惑，能使自己进入更高层次的思索。
以往研究，先是就事论事，虽具体却狭隘；虽实用却肤浅。
于是追求理论，虽概括却空泛，虽抽象却不实用。
现在追求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结合不是体现在某一篇文章之中，而是自己的思维结构，既要会思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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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要会描述，这与自己时下的角色是相应的，因为我们既是诗人，又是农夫。
高屋建瓴，明察秋毫二者不可偏废，否则难有所成。
或者这样说，高屋建瓴与明察秋毫有内在联系，高屋建瓴是为了明察秋毫，只有真正的高屋建瓴方能
做到真正的明察秋毫。
　　面包会有的。
人们常以此话安慰他人或自我安慰，我亦不能免俗。
我常常想：申报职称是我的事，批不批是人家的事，管他呢。
新年伊始，忽传佳音，我已被评为高级教师，心里淡淡一笑，但愿更多的青年教师能如愿。
　　如何上好公开课　　听课听得多了，觉得有必要反思一下观摩课、示范课、公开课。
　　我以为此类课应该分级，根据上课教师的不同，起码分两大类。
一类是参加工作不久的青年教师，完全可以沿用现在流行的方式，反复备课，反复试教，个人备课，
集体备课，不断接受来自各方面的修改意见，最后上台表演。
这一系列反复的过程是青年教师掌握规范的过程，是青年教师明确如何上好课的过程，是激发青年教
师精益求精的过程，使青年教师学会上课。
　　另一类是已经工作好几年的教师，则绝对不能采用上述形式，在掌握规范多年之后，再来表演规
范，则明显让人感到做作，是在演戏，而不是教学实验。
在掌握规范之后，应该超越规范。
　　听课与看戏不同，教师听课是明显地带着学习的目的性而来，一般观众看戏则以观赏为主要目的
，观赏就是看你的表演，你就应该表演得非常漂亮、圆满，具有可观赏性。
听课是学习，就应该具有可学性，因此它必须在常态下进行，这是教育实验的一个基本要求。
观摩课虽不拒绝漂亮，但绝对应该拒绝为表演而表演，拒绝为刻意追求漂亮完美而失常，失去常态，
就失去真实，就失去、其实验的价值和意义，失去‘可学性。
虽然我们并不拒绝漂亮，但在目前观摩课更多地追求表演性的时候，为力纠时弊，我倒觉得现在有必
要提倡否定表演，杜绝表演。
说到这里，我想到为什么我们语文教学上了这么多的公开课、观摩课、示范课（我敢说在众多学科中
公开课之多没有超过语文的），而语文课依然问题很多（是不是最多不敢说，但受到抨击、批判最厉
害是不争的事实），而且从总体上看，学生对语文课兴趣不大，甚至一些学生讨厌语文（有调查表明
语文课仅好于政治课），也是事实。
原因多种多样，其中之一就是这种观摩课没有可学性，仅有表演性，没有学习意义，仅有欣赏价值，
没有学习价值，甚至于执教者本人平常教学也不这么上，可见其假到什么程度，虚到什么程度，脱离
实际到什么程度。
　　观摩课到底观摩什么，示范课到底示范什么，听课到底听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我以为公开课的目的在于实验，听课的目的在于学习交流。
因此我们就应该考虑实验的目的、学习的目的，语文课堂教学实验无非在于探索一种新的教育思想在
课堂教学中的实践，探索一种新的教学手段的运用，一种新的教学模式，一种新的教学方法，一种新
的教学课型，一种新的反馈系统，一种新的评价方式，在教学常态下呈现（这里用“呈现”，而不用
“展示”，“展示”很容易走向表演）。
　　正因为是新的探索，才能给人以新的启发、新的思索。
　　正因为是常态下的呈现，它就能给人以学习借鉴的意义。
　　正因为是探索，‘所以无须圆满，也不求十全十美，一扫表演的痕迹，即使是不成功的地方，也
能从反面给人启迪和教训。
　　如果这个观点能够得到认可，进而成为大家的一种共识，那么结果和意义是显然的。
　　第一，我们的语文公开课，就会呈现一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喜人局面，而不像今天的各种观
摩课给人以千人一面、千课一味的感觉。
　　第二，语文教学的实验探索就会逐步推向深入，语文教学及其研究就会逐步走向科学化，而不是
像今天的公开课徘徊在原有层面上，始终脱不了分析的路子。
形式或许有些变化，但始终总在分析，很大程度上是分析肢解了一篇篇美文，是分析使许多学生对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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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缺乏兴趣，甚至讨厌语文。
语文课为什么一定要分析？
不分析难道就不行吗？
我并不绝对反对分析，而是反对分析一统天下。
正是因为缺乏逐步深入的科学探索，所以我们语文教学总是止步不前，20世纪80年代初和90年代末的
语文课可以说基本上没有什么区别，没有多大的发展，而且旧有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甚至越来越多
，愈演愈烈。
我们期待真正科学的探索能一点点地解决问题，一步步地向前发展。
　　第三，常态下的实验可学习、可借鉴的实践意义，就会逐步影响一些人。
影响慢慢扩大，最终渐成气候。
而不像现在的表演观摩课，听完以后，许多人觉得漂亮是漂亮，但根本无法学习，于是教师们依然故
我，还是老一套。
必须指出的是，我们这里说学习是真正意义上的学习，而不是简单的模仿照搬，我们绝不是忽略教师
个性风格，而是尊重教师个性。
　　我们总在说素质教育是以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为核心，要培养学生创新精神，我们教师自己
是不是应该具备创新精神？
语文课堂正是语文教师创新的一块田地。
我们语文教师如果具有创新精神、创新能力，那么将在人格上给学生以极大的正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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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优秀的教师、优秀的校长应该是不甘寂寞的思想者、探索者！
 　　著名教育家李镇西作序并强力推荐！
 　　感受精彩语文课堂，领悟现代教学理念，倾听激情思辨声音！
本书汇集了顶尖语文教师，全国优秀教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程红兵30年教育教学精华，
凝结了程红兵卓越的管理智慧课程能力和教育创新意识，是一本具有全面参考价值的素质教育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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