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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6年5月～2007年5月是我收获的一年，也是我教学生涯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
“上海市徐崇文教心学科名师培养基地”的学习，促使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教育教学行为，并对自己的
课堂教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在基地里有德高望重的徐崇文老师，有仰慕已久的各学科专家，还有来自各基层的优秀学员。
每次的基地活动，都能有实实在在的收获。
从基地捧回的一本本有关心理学、教育科研等专著，成了我每天的精神食粮，边读书、边研究、边实
践，以研究指导实践，以实践丰富并促进研究，使自己的教育理论素养、研究能力不断获得提高。
　　2007年1月13日，黄浦区教师进修学院的三楼会议室再次围坐了全体导师与学员。
活动主题是“漫谈写书”。
作为一线教师，我有勇气一次次成功地把自己的教育教学经历撰写成文，并在全国核心刊物发表，但
从未奢望过能撰写个人专著。
但是，在导师的指导和鼓励下，萌生了“我要写书”的念头。
上海市“二期课改”，更需要教师在实践中积极探索，创造性地解决教改中面临的新问题。
我试图通过对一个个鲜活、生动的课堂教学案例的分析与研究，为教师提供有理论支撑的、具体的、
可参考的教学操作，切实提高教学的有效性、科学性、艺术性，使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更科学、合理
、有序、有格基地回来后，我仔细斟酌了徐崇文、卢家楣、谢利民、燕国材、陈泽庚、阮龙培、张才
龙、项志康、魏耀发、姚仲明、刘景升等十一位基地导师的真知灼见。
但一想到回到学校、回到课堂，又是一大堆的教学任务与各种琐事，在基地的雄心壮志又开始动摇。
当基地班长教育心理特级教师王钢老师得知我正为申报专著之事犯愁时，便主动、热诚地伸出了援助
之手。
他毫无保留地将他的写书经验告诉了我，写书要关注：相互切割，边界要清；案例要准，分析要透；
以理导人，意义要明；就案论案，不要排他。
当他把由他主编的厚厚一堆《小学课堂教学微观技术丛书》赠送给我时，我被深深地感动了。
世上可做可不做的事是做不完的，永远要去做那些值得做的事。
我没有理由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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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思辨与感悟：来自中学化学课堂教学的案例和思考》从化学课堂教学中的以情促学、动态生成
、教学拓展、反思提升、目标设定与达成等五个角度切入，用“背景、实例、分析”的模式，将案例
按教育理论归类，通过分析与研究，为教师转变教学理念、优化学科教学提供行之有效的教学策略和
操作参考，使教师的教育教学行为更为科学、合理、有序、有格。
书中的案例具有丰富、真实、典型、操作性强等特点。
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加以效仿，能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教学的有效性、科学性和艺术性。
读者更可以从这些案例出发，顺着编者的编写思路对案例进行分析，进一步理解书中的理论框架，并
在此启发下尝试根据学生特点和教学环境为自己的教学开发“度身定做”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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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王兰桢，上海市普教系统徐崇文名师培养基地学员。
1971年出生，中学高级教师，金山区化学学科导师，金山区高中化学学科中心组成员。
1994年上海师范大学化学系本科毕业，获理学士学位，同年分配至华东师范大学第三附属中学，任教
至今。
上海市首届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名师后备、徐崇文教心学科培养基地首批学员。
上海市化学教学专业委员会会员，上海市化学化工学会会员，上海市中小学心理辅导协会会员，上海
市班主任专业委员会会员。
　　已有50多篇教育教学论文、随笔、个案等曾在《全球教育展望》、《化学教学》、《中学化学教
学参考》、《思想·理论·教育》、《师道》、《金山教育》等各种教育刊物上发表和各级评比中获
奖。
曾主编化学拓展型教材《我认识的化学》。
曾承担《高中化学教学中开发学生自学潜能的策略研究》、《高中化学教学中以情促学的策略研究》
等市级课题的研究。
　　曾获得上海市青少年保护工作先进个人、华东师范大学普教研究中心科研先进个人、金山区优秀
班主任、金山区园丁奖等荣誉称号。
　　教学特色，以情促学。
　　教学风格，科学严谨，充满激情。
　　教学格言，教学的智慧源自教师的大气、底气和灵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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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认识1.1 动态生成概念的界定1.2 动态生成研究的意义1.3 动态生成研究的价值第二节 化学课堂教学
中动态生成的途径2.1 精心预设“预约”生成2.1.1 精心预设教学目标及时调整【案例】物质的分类复
习课2.1.2 精心预设教学内容灵活拓展【案例】家用食盐水的酸碱性2.1.3 精心预设教学过程收放自如【
案例】离子键2.2 创设情境引发生成2.2.1 创设富有人文价值的故事情境【案例】把哲理“融入”硝
酸2.2.2 创设富有思维价值的生活情境【案例】灭火与防火2.2.3 创设源于社会新闻的问题情境【案例】
神秘“水雷”激发课堂2.3 大胆质疑促进生成2.3.1 创设学生质疑的机会【案例】明辨是非2.3.2 教会学
生质疑的方法【案例】规律也有例外2.3.3 给学生质疑的勇气【案例】铜与浓硫酸反应的现象研究第三
节 化学课堂教学中动态生成的方法3.1 对话与讨论方法3.1.1 对话法【案例】乙烯的化学性质3.1.2 讨论
法【案例】反应物如何尽可能转变成生成物3.2 实验方法3.2.1 把握实验中的“异常”现象【案例】探
究硝酸的化学性质3.2.2 创设探究性实验教学【案例】盐类的水解3.3 反馈方法3.3.1 课堂教学反馈【案
例】硫原子和氯原子半径的大小3.3.2 课外作业反馈【案例】实验方案的设计和评价第三章 化学课堂教
学中的拓展教学第一节 化学课堂教学中拓展教学的认识1.1 拓展教学概念的界定⋯⋯第四章 化学课堂
教学中的反思第五章 化学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和评价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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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华东师范大学叶澜教授指出：“要从生命的高度、用动态生成的观点看课堂教学。
课堂教学应被看作是师生人生中一段重要的生命经历，是他们生命的、有意义的构成部分，要把个体
精神生命发展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因此，课堂教学不再是教师按照预设的教学方案机械、僵化地传授知识的线性过程，而应是根据学
生学习的实际需要，不断调整，动态发展的过程。
　　国内的“新基础教育”发展性研究有关课堂教学“动态生成”的主要对象以小学和初中学段的课
堂教学为主，而国外诸如美国、日本等教育发达国家研究的重心也倾向于低年级的课堂教学。
　　美国教育学家史密斯和拉根认为，教学就是信息的传递及促进学生到达预定、专门学习目标的活
动。
包括学习、训练和讲授等活动。
所谓设计就是指在进行某件事之前所作的有系统的计划过程或为了解决某个问题而实施的计划。
运用系统方法分析、研究、设计教学过程中学生不断生成的新问题和需求，通过发现、分析和解决新
的教学问题来提高教学系统的效率，通过精心的教学设计，预测学情，预测可能，真正关注学生的发
展，关注学生的个体差异，突出教学重点，简化头绪，使之目标集中，成效凸显，为课堂教学中的动
态生成预留“弹性时空”。
　　化学学科是中学课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学化学教学是在初三至高三四个年级进行的。
学生处于15岁～18岁的年龄段，正值青春成长期，是人生中身心变化最为剧烈和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
期。
初三至高三也是基础教育阶段与教师年龄差距最小的年段，学生有着与教师互动的可能与要求。
中学化学教学有着比其他学科教学更为典型的“动态”，这种师生、生生之间互动的必然性和必要性
是中学化学课堂教学的重要特征。
化学课堂的这种“动态生成”条件，决定了化学课堂是开放的，而不是固定、封闭的。
它要求教师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的积极性、主动性，要求教师灵活把握课堂教学方法与教学
内容，富有创造性地开展教学。
　　1.3动态生成研究的价值　　化学学科丰富的内涵及其广泛的应用，使化学课堂教学色彩斑斓，为
化学课堂教学的动态生成提供了广阔的空间。
没有预设，就无所谓生成；没有生成，预设就会显得机械而单调。
只有将预设和生成有机地结合起来，合理预设，精彩生成，才会演绎出绚丽多彩的化学课堂教学，编
织出灿烂辉煌的教师职业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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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思辨与感悟：来自中学化学课堂教学的案例和思考》是上海市普教系统名校长名师培养工程优
秀成果精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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