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解读现代课堂常识与行动-问道课�>>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解读现代课堂常识与行动-问道课堂-II>>

13位ISBN编号：9787532936809

10位ISBN编号：7532936805

出版时间：2012-4

出版时间：山东文艺出版社

作者：郭瑞 著

页数：2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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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读现代课堂常识与行动-问道课�>>

内容概要

　　《问道课堂2：解读现代课堂常识与行动》是我们推出的第二本课堂“新”书。
之所以说它“新”，是因为它承载着我们对教育的主张和解读、期望和梦想。
两年来《现代课堂周刊》作为《中国教师报》的一张名片，它在广大读者中享有美誉，被称为“课改
说明书”，很多学校每周的教科研活动，都是围绕着《现代课堂周刊》“学、研、用、评”展开的，
说它在很大程度上“领导”着当下某些地区、学校的课改，并不为过，也颇让我们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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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郭瑞，天津市人资深媒体人，现任中国教师报编辑部副主任，《现代课堂周刊》主编，高效课堂
体验式培训师编著有《问道课堂--高效课堂理念与方法的26个追问》。
　　梁恕俭，山东临沂人1991年站讲台，曾任中学语文教帅现任《中国教师报·现代课堂周刊》编辑
著有《每课一诗》、和《角色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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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第一章 捍卫学生的课堂权益你的课堂“还权”了吗你的课堂“安全”吗课堂拿什么让学生快乐民主
课堂有哪些特点你的课堂“民主”吗第二章 提供符合人性的教学服务你的学生展示了吗你的学生质疑
了吗（一）你的学生质疑了吗（二）你的学生提问了吗第三章 学生实现自主、主动的途径学生自主力
学生合作力（一）学生合作力（二）学生合作力（三）学生探究力（一）学生探究力（二）学生探究
力（三）第四章 重构新课堂生态集体备课备什么“新课堂”需要什么样的流程与文化“新课堂”需要
什么样的评价语“新课堂”如何导入“新课堂”如何收尾第五章 教学与管理创意盘点中小学教学管理
如何质变教学与管理的44个小创意为什么要开发学具五类创意学具盘点三件高效学习伴侣附录问道课
改课改十年回望与反思课改之问2012课改“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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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环节”理想课堂模式：目标认定-自主预习-展示交流-点拨升华-达标（作业）反馈。
　　综观这些课堂模式，不难看出：课堂流程各有不同，思维主线却惊人一致：动态学习-情境交流-
自由表达-智慧引领。
课堂追求也殊途同归：先学后教，以学定教。
当然课堂文化追求亦不约而同：呵护生命，关照成长，缔造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
因此，自由多元灵动的课堂流程是实现生命化课堂文化的最佳平台。
　　当然，理想的课堂流程应该是灵动的、智慧的、动态生成的。
具体地说，老师备课时对目标的确定、内容的安排、方法的选择、多媒体的运用作了充分的思考与准
备后，在穷尽教学中可能出现的各种变化而做出应对措施后，就要把整个身心都投入到课堂中去，把
目光都集中到每一个学生身上，关注他们表情的变化，倾听他们发言的内容，观察他们讨论的状况，
了解他们掌握的程度⋯⋯然后该激励的激励，该点拨的点拨，该示范的示范，该调整的调整⋯⋯做到
灵活应变，因势利导。
这样，我们的课堂教学才能充满激情与智慧，充满生机与活力，充满挑战与创新。
我们的课堂文化才是最真实的对生命的尊重与呵护，是儿童灵性和生命活力的最大张扬。
　　原林生：课堂文化需要以一定的教学模式为载体去承载，我们是以“三段五环节”的教学模式来
实现课堂文化的。
“三段”：课前、课中、课后。
“五环节”即预习质疑、认定目标、交流探究、梳理小结、达标课前为探究文化。
教师以引导和帮助学生实现高效和充满兴趣的学习前置为目标，以学生自主、主动、高效预习为出发
点，依据学生、学情和学法，经学科组集体研究，对教材进行“翻译”和“二度创作”，编写出高质
量的“学案”；学生则利用“学案”进行高效、自主地预习，完成50%的学习目标。
　　课中为展示文化。
按“五环节”教学方法对学习过程进行组织、控制，在“生生互动”、“师生互动”中完成学习目标
。
教师帮助学生认定目标，学习过程中进行三查，及时处理预设与生成的问题关系，适时点拨追问，进
行达标检测。
学生以小组活动为主要方式，独学、对学、群学、展示、质疑、对抗，建构知识体系，完成学习目标
。
课后为反思文化。
教师做好课后反思，实现自己的专业发展，并详细标记在学案中；学生则通过达标情况，查缺补漏，
落实全部学习目标。
并以此为基础，预习下节课的学习任务。
也就是说，我们是通过探究、展示和反思三个文化板块来实现我们的课堂文化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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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教育发现书系致力于高效课堂模式的推广与应用，服务于新教师新课堂新教育，我们愿与您一起
实现“课堂因我们而改变，教育因我们而改变”。
　　——教育发现书系总策划 刘文　　　　如果我们能够有一双慧眼，应该看到课堂的两大支撑：一
、它是教师教育教学思想和观念的具体呈现；二、它包含了教师对学生生命成长方式的认知。
因而，不同形态和内容的课堂，凸显出来的是教师不同的思想和观念。
在改革者看来，“学本”课堂的支撑是“人本”的教育思想。
因而，课堂与其说是在调整结构、改进方式方法，不如说是为了让教育回到“人学”上，从儿童出发
，遵从儿童的学习天性、情感特点和认知规律，放手发动自学，让课堂呈现“知识的超市、生命的狂
欢”。
　　课堂之道在“学”，那么，如何围绕着这个核心价值来建构、组织、评价新课堂呢？
相信这本书就有了它的价值。
　　——李炳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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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批判课堂之弊，捍卫课堂常识，引领课堂新象，重塑课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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