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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从学情角度重新审视语文课堂教学，对当前的语文教学有着积极
的作用。
为语文教育研究者观察分析课堂提供了新的视角，为一线语文教师的教学提供了新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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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引言第一章　语文课堂“学情视角&quot;缘何需要重构第一节　谁知道真正的学情一、谁“知道”真
正的学情？
二、“谁”知道真正的学情？
第二节　视角匮乏造成的学情难题一、中外语文教师的课堂观察视角对比二、学情视角匮乏与课堂困
境的形成三、学情观察：重构课堂现实图景第三节　学情视角的内涵及相关概念界定一、关键术语界
定二、学情视角的内涵第二章　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的分析框架第一节　语文课堂“学情分析
”袭用框架批判一、袭用框架潜藏的悖论二、“学情”的不同所指之间语义差异过大三、“学情分析
”的内涵需要动态性拓展第二节　作为替代的“学情视角”分析框架试建一、学情视角：基于历史与
逻辑的考察二、“学情视角”分析框架的参照系审议三、“学情视角”分析框架的基本维度第三节　
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的方法论一、“学情视角”重构的方法论基础二、中外语文课堂“学情视
角”研究的方法比较第三章　“学习起点”：语文教学设计层面的学情视角重构第一节　“学习起点
”概说一、“学习起点”分析的学理基础二、“学习起点”分析的主要内容第二节　“学习起
点&quot;分析的现状调查（上）一、十年间“学习起点”分析的基本走势二、“学习起点”分析的具
体状况三、经验与问题四、空泛的“学习起点”分析第三节　“学习起点”分析的现状调查（下）一
、对115个教学设计个案统计分析结果的印证二、无暇顾及的“学情”：教师备课的真实状况三、面对
“学”的困境：“起点分析”的无力与无能第四节　“学习起点”分析的改进路向一、“描述学习”
与“改进学习”的区分二、“知道怎样做”：“改进学习”视角中的“起点分析”内涵三、“起点分
析”的实践结构：“行动中识知”与“行动中反映”四、“起点分析”的实践操作示例第四章　“学
习状态”：语文教学实施层面的学情视角重构第一节　“学习状态”概说一、“内驱力”满足问题的
发现二、“目标策略需要”的满足与学习状态问题第二节　语文课堂中的两种“学习状态”比较一、
语文课堂离真实的“学习状态”有多远二、以“促学”为理据的语文课堂第三节　通过“学习需要”
满足来改善“学习状态”一、只教不懂的，不教已懂的二、重新认识“兴趣”问题第四节　依据“学
生提问”来改善“学习状态”一、学习状态的探查方式二、解开“学生提问”的困扰第五节　满足需
要的“关键事件”剖析一、通过“教学诊断”创造“学的关键事件”二、遭遇猝不及防的“学情”三
、面对“学情估测”的差异四、诊断并应对学生的“错误”五、问题症状与问题本质：关于诗歌“颜
色”的讨论六、“教学诊断”如何在“学的关键事件”研究中起作用第五章　“学习结果”：语文教
学评估层面的学情视角重构第一节　语文作业：日渐模糊的学习结果评估功能一、师生问卷显示的语
文作业现状二、语文作业设计存在的严重问题三、语文作业批改面临着功能性缺失第二节　重建语文
作业的评估立场：关注“结果”中的学情分析一、语文作业的功能定位讨论：被忽视的“评估”向度
二、把“作业评估”纳入语文课堂教学设计第三节　作业批改与分析：评估“学情”的重要途径一、
作业批改在“学情分析”中的作用探讨二、学生作业合作分析：“学情分析”的新途径第四节　建立
语文作业与课堂教学的有效关联第六章　语文课堂“学情视角&quot;重构的制约因素探讨第一节　课
堂教学行为的局限：教师专业能力问题一、教师“学情分析”能力缺失：以“非指示性教学”为例二
、“非指示性教学”课例讨论三、对诗歌的“非指示性”领悟：美国教师的经验四、比较与借鉴：对
“学情”的过程观察与分析第二节　教材造成的难题：教材内容的教学化问题一、“错位”的“同课
异构”现象二、“教材内容教学化”势在必行第七章　语文课堂“学情视角”重构之合作研究第一节
　构建基于学情视角的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循环圈一、学习起点、学习状态、学习结果三个层面的互动
与关联二、基于学情视角的课堂教学研究循环圈描述三、对一个课例研究循环圈的考察第二节　基于
学情视角的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循环圈运行（一）一、《陶渊明诗二首》课堂教学研究二、《十八岁出
门远行》课堂教学研究三、两个课例研究中发现的学习经验生成状况第三节　基于学情视角的语文课
堂教学研究循环圈运行（二）一、《琵琶行》课堂学生学习成功水平观察记录情况及分析二、访谈与
后测提供的印证第四节　基于学情视角的语文课堂教学研究循环圈运行（三）一、“学”与“教”在
环节转换中发生的冲突二、在大环节之下的“学”基本体现为一种自发状态三、“学”的经验生成方
式体现较大的差异四、互动结构中的学习状态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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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从学理上来看，第一个过程是第二个过程的理据。
为什么要采取这样的措施而不采取那样的措施，为什么使用这个技巧而不使用另一个技巧，为什么要
改变原先预设的教学措施，等等。
这些问题的答案都应该到第一个过程中去寻找，即要通过寻找更多的“学”的证据来回答教师“教”
的合宜性问题。
　　如果从教师身上去找，势必陷入循环推理的泥淖。
正如我们以前的听课模式所做的。
以前我们的推论模式是：教师根据这个目标，安排了这些内容，选择了这些教学方法。
教师为什么选择这样的教学方法呢？
是因为他安排了这样的教学内容。
为什么安排这样的教学内容呢？
因为他确定了这样的教学目标。
这就是一种互为因果的循环推论。
我们现在需要打破这个模式，确立合宜的推论模式：教师为什么确立这个教学目标，是依据学生的学
习基础和学习需要；教师为什么安排这样的教学内容，是依据学生的学习经验发展需要；教师为什么
选择这样的教学方法，是依据具体的学习内容和学生的学习状态。
　　弄清楚了课堂观察的出发点之后，接下来从何处进行“学”的观察，也即“学”的观察视角或观
察点应该如何确定才会使观察活动更有价值，就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了。
我认为应该从课堂的“裂缝”、“皱褶”处打开缺口（当然.我在这里使用的“裂缝”、“皱褶”只是
一种隐喻）。
我在研究中发现课堂的“裂缝”主要体现在“课堂”里学生“学”的不充分之处，或者是“学”被扭
曲之处，或者是“学”所出现错误之处。
作为一种课堂研究行为，我们需要通过细致的观察，放大这些“裂缝”。
把这些“裂缝”撕开、扩大，就成为一个新的研究视角，也就是二个新的突破口。
由此出发我们有可能重构课堂教学的现实图景。
　　因此，我们需要获取更多的学习行为样本，对之加以分析、归类，从中找到我们需要的证据。
有时，我们观察到一个行为样本，但这个样本反映的并不是实际上的意义，即可能是一种假象。
如果教师按这个样本作出反应、采取措施、作出决定，这个决定就意味着两种可能，可能是正确的，
也可能是错误的。
而接下来引发的学习也就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合宜的，一种是不合宜的。
合宜的就促进了学习，不合宜的就阻碍了学习。
以往的做法，大多是凭经验或常识来判断。
以往在课堂里经历过这样的学习行为样本，而事后发现自己作出的决定促进了学习，所以这次依例行
动。
但课堂的复杂性决定了，并不是每次出现的这样的行为都可以采取相同的对策，即经验并不是永远可
靠。
所以我们需要通过课堂观察来确认行为样本的意义。
　　一般来说，行为样本意义的获得，可以有两种研究方法，一是量的研究法，二是质的研究法。
量的研究法是对这个行为样本出现的频度（频数）进行登记，并对登记表所反映的数据进行分析。
质的研究法是对这个行为样本的意义作深度描述。
因为有时频数反映的可能也只是一种浅层事实，并不能揭示其潜在的实质意义。
如果我们只记录其频数，就难以触及其本质意义，也就会直接影响我们对行为样本的判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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