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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课”，是学校进行教学工作的基本组织单位，教师专业生活的许多领域都同“课”紧密相连。
这本书围绕着教师的课堂教学活动，从教育观念的更新、教师素养的提高、学生学习的指导讲起，进
而具体谈到听课、说课和上课，话题触及教师专业活动的许多“重要事件”。
作者似同与教学第一线的朋友娓娓而谈，要言不烦地将平日在课堂观察与教学研究中的感悟与灼见，
细针密线地编织在平实的缕述中。
相信这本书对读者是会有许多启发和助益的。
　　我国基础教育的课程改革正在健康有序地推进，这一场深刻的教育变革，对教师必然会提出许多
新的要求。
正像加拿大著名课程理论家富兰（M.Fullan）指出的，教师在课程变革中的“转变”，至少包括使用
新教材，运用新的教学策略（手段），拥有新的教学观念这三个高低有别的层次和类型。
迪南·汤普生（Dinan Thompson）在提出“真确式教师改变”这一概念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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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深入发展，课程实施中的不少新问题引起了人们的认真思考。
我国学者杨启亮早就对此作过分析。
他说：“在基础教育的教师教育中，懂得如何教总比懂得教什么更重要，而且越是在教什么的问题发
生了重大变革或重大更新的情况下，如何教的问题就会意味着百倍的艰辛，这正是杜威‘连续性’原
则的生命力之所在⋯⋯当教材和目标呈文本化形式存在的情况下，保证连续性的根本问题，就是‘教
’的问题了。
”当然，教师“教”的问题，归根结底还是得依靠教师的校本研修来解决。
作者挑出学校生活中经常“应当做”的几件事作为议题，我想，也蕴含着作者对教师怎样进行校本研
修的想法，如，备课与写教案——那是一种教学决策的训练；听课与评课——可以理解为一种替代性
的社会学习与互动中的社会建构；说课——是通过反思让缄默知识彰显出来和流动起来的活动；上课
——是改善教学行为的实践探索，如此等等。
总之，教师的专业发展总是同“教”的问题解决联系在一起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设定的话题，对教师的自我发展与校本研修也就很有价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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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旭，1983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法学学士。
成都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理论室教研员，中学高级教师，国家级骨干教师，成都市中小学学科带头人，
中国教育学会会员，成都市教育改革与实践专委会理事，成都市课程改革教师培训学科指导小组成员
。

  　在21年的教育教学生涯中，担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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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新的课堂教学中，教师特别应当考虑学生在某一知识领域已经积累了哪些生活经验，显示生活
中哪些经验可以作为本次教学的铺垫，让学生从事哪些活动可以活化对这些知识的掌握等等。
要给学生以时间和空间去操作、观察、猜想、探索、归纳、类比、发散、分析、质疑、幻想⋯⋯而如
果向学生预示解决问题的方法乃至结论，则有碍于学生积极的思维，有碍于学生自己建构知识。
　　这是对传统学习方法的挑战，但这又必须是教师应当肩负起的一种职责。
　　四、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在传统的课堂教学中，几乎是清一色的标准答案，上完一堂课，如
果没有问题或者解决了所有问题，那么，这就是最成功的教学，最完美的课。
而今天，新课改强调的不是一堂课完成了所有预定的目标，解决了所有课堂上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好
课，而是要给学生留下问题，要让学生产生新疑问走出教室，走入同伴或老师那里去继续探究、继续
思考。
在新课程面前，没有问题的课不能称之为成功的课。
　　在新课程中，“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是课堂教学的一种新模式。
以前，教师认为做题是为了解决问题，而新课程强调的是，通过设计真实、复杂、具有挑战性的开放
性问题情境，引导学生参与探究、思考，让学生通过一系列问题的解决来进行学习。
比如生物课程“种子萌发条件”的学习，可以让学生在观察的基础上提出种子萌发可能需要的条件，
例如空气、土壤、水、阳光、温度、肥料等，然后设计实验，通过实际操作，收集实验数据和资料，
分别验证种子萌发的必需条件有哪些。
　　以持续发展为关键。
国际劳工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共同发布的《关于教师地位的建议书》否定了以教师为中心的传统
的课堂教学，取而代之的是强调激励学生自主学习。

Page 6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课程理念下的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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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