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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学与研究是名师成长的“双翼”。
“教”而不“研”则虚浮，“研”而不“教”则浅薄。
余姚名师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勤于钻研，勤于笔耕，《问道名师：郑伟大名师工作室的教学实践与
研究》将教育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及时敏锐地转化为科研课题，通过教育科学研究，实现对教育问题
及其规律的开拓性认识和探索。
从而不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一次次磨书，研的是理论、理念，积淀的是反思、智慧；一次次磨课，研的是课程、学生，丰富的是
心智、高效；一次次磨文，研的是实践与研究的相融，张扬的是团队智慧与个人磨砺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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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郑伟大，浙江余姚人，中共党员。
1977年毕业于宁波师范学校，先后在余姚双河中学、低塘中学、环城中学、余姚中学、第四中学任教
，期间任教过高中化学、高中物理和初、高中地理等课程，历任理化、史地教研组长，教务副主任、
副校长、校长、书记等职，现任中学校长级协理员、余姚第四中学常务董事。
　　郑伟大老师一直在教学第一线，重视自身的进修提高和学科教学的研究，通过函授进修物理教育
大专学历和地理教育本科学历。
课堂教学追求学科特色和综合优化，探索的“横向联系、学科整合、问题导向、图式建构”的教学形
式，着力于对学生学习能力和学科思维培养，体现“严谨、简约、有效”的教学特色。
先后获得宁波市教坛新秀、宁波市教坛中坚、浙江省特级教师等荣誉称号。
曾被评为余姚市劳动模范、余姚市优秀专业人才、余姚市优秀教育工作者，是浙江省基础教育课程改
革专业指导委员会地理学科组成员、浙江省第五届中小学教材学科审查委员会委员，兼任宁波市教育
学会地理教学分会会长、浙江省地理教学研究分会副理事长等职。
2009年晋升为宁波市享受教授级待遇的中学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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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序 教之道　研之道　引之道上篇 新的起点，我们生命的远行一、怀揣梦想——走进名师工作室郑
伟大名师工作室工作规划郑伟大名师工作室工作规范郑伟大名师工作室学员个人发展计划二、阅读经
典——聆听大师声音教师要善于馈赠学生成长的“拐杖”等待风雨后的阳光不动容，怎动人？
修炼教师的语言三、撰写论文——我们站得更高知识性，逻辑性·艺术性试论整合地理课程教学资源
实施环保教育例谈地理思维主体性缺失的隐性表现及解决对策营造一个充满“磁性”的历史与社会课
堂环境浅谈教师命题能力的提升策略四、课题研究——领略别样风景自主探究学习与课堂型态初中历
史与社会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达成策略探索提高地理课堂教学实效性——实验法的应用《道听“图”
说——高中地理学科中的地图教学》内容提要五、品味课堂——追寻新教学理念以历史入门“三问”
为逻辑——以《从历史中获得什么》为例提高学生课堂教学的参与度课堂教学要着力体现学生的主体
性教学设计三步法六、专题讲座——逼着自己上路我的课堂教学片断例析——历史与社会课程如何有
效备课教师言语表达（之教学篇）中篇 在路上，留下一串坚实的脚印一、高端访问——与专家面对面
教育的信念和教师成长母校，再次聆听您的教诲行动！
不需要借口仰望星空——观摩浙江省社会教学分会10年庆典活动有感二、携手同行——追问有效教学
追求有效的历史与社会课堂教学初中社会教学资源利用的有效性策略探究地理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思考
三、课堂节——探求教学创新浅谈区域地理课堂教学模式创新教材创生的法度地理图像的创新运用复
习课的教学模式转型——以《自然地理环境的整体性》为例课堂也要“致中和”——关于“课堂在转
型”的思考四、自主教研——提升教研品质教研活动的预设与生成区域教研的方圆连环之道“环境优
化，活动创新”课题报告摘要五、教学反思——让我们成熟起来学会反思，追求卓越的教学让学生融
入课堂情景之中——几堂地理课引出的思考随风潜入夜。
润物细无声——反思情感、态度、价值观目标达成的有效性重拾学科教学的德育功能下篇 与课改同行
，我们收获成长的喜悦一、周和枫——全身心投入教育个人简介：一个热爱思考的人自我总结：在学
习中感悟，在分享中收获我的教育信念：让学生快乐学习心声足音：知识·思维·观念个人事迹：倾
听花开的声音二、钱海林——执著追寻教育理想个人简介：一个为梦奔跑的人自我总结：积蓄力量为
梦想上路我的教育信念：让学生追求诗意的人生心声足音：海阔天高任鸟飞个人事迹：一种执著那样
美丽三、江跃燕——讲台就是舞台个人简介：一个为课而狂的人自我总结：积累·锤炼·创造我的教
育信念：给予学生所要是溺爱，满足学生所想是成全心声足音：智慧的爱，让我被爱个人事迹：天空
无痕，我已飞过颂奖词：灯光下的背影四、金亚素——把心灵献给教育个人简介：一个用心教育的人
自我总结：学习工作化工作学习化我的教育信念：教学为了心灵心声足音：学生是教师最应该阅读的
一本书个人事迹：用知识拨动学生的心弦发言摘要：一份光荣十分感恩五、沈丹红——追求幸福的教
育个人简介：一个踏实做事的人自我总结：学习中反思 实践中进步我的教育信念：幸福地走向幸福心
声足音：品教育经典，悟育人真谛六、郑伟大名师工作室——我们一起走过工作室总结：脚踏实地，
奋力前行我们的团队精神：我们是学习共同体收获喜悦：一路前行，无限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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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逻辑性：板书的顺序和连接　　板书的顺序和连接，就是“写的顺序”、“写的时机”的问
题。
因为板书不仅仅是静态形式的呈现，更是动态过程的演示，是课堂教学的展开；板书不是知识点的罗
列，它是教材的“文路”、教师的“教路”、学生的“学路”的综合；设计板书顺序和连接的过程就
是编织一条教学“迪士尼路径”的过程，实质就是教学逻辑性。
　　1.结构课文　　如若我们仔细分析，我们不难发现，每一篇课文总承载了好多条逻辑，如知识或
学科的逻辑、课文或教材的逻辑、编者的认知逻辑等，那么建构课文就是梳理课文的逻辑，并用简洁
的示意图表示出来。
这是教师对知识的梳理，对课文的解读，对编意的领会。
同时又因为这些逻辑并不一定是完全吻合的，也不都是显性可读的。
那就需要教师学会寻找，寻找课文话题的起点和基点。
　　如历史与社会七年级上《从地图上获取信息》。
一般老师们认为要《从地图上获取信息》，“有多种多样的地图”应是话题起点。
但是课文却以“选择合适的地图”开始，那是不是教材的缺失呢？
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思考，我这样理解课文逻辑：第一，教材主要由课文、图片、学生作业等内容组成
，我们常常只从课文中寻找，觉得课文没有呈现“地图是多种多样的”这一话题的起点.但事实上，教
材中就有交通图、旅游图、等高线图、专用地图等多种地图。
第二，我们重视文本的教材，常常忽视学生经验教材，从学生的经验出发，学生已经认同了一个事
实--“地图是多种多样的”。
由此看来，“有多种多样的地图”这一话题起点，就隐藏于教材中、连接到学生的头脑里。
老师不仅要善于寻找，还要善于激活，变隐性为显性、从经验知识到书本知识。
　　又如历史与社会七年级下《从历史中获得什么》。
虽然从课题看“获得什么？
”是落脚点，但“从历史中”却是课文的基点。
要从历史中获得什么，首先必须对什么是历史有初步的理解：其次从具体的一些历史人物、事件中体
会学习历史带来的意义：如若能把学生对待历史学习的态度也当做一种学得，我觉得更符合开门课的
性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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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问道名师，我们问什么？
　　名师教之有道。
教之道以德为先。
真正的名师是有品格、有精神、有灵魂的名师。
　　名师研之有道。
研之道以勤为重。
名师勤于思考，勤于探索，勤于钻研，勤于笔耕。
　　名师引之有道。
引之道以人为本。
名师引道，意在引领。
名师引道，道在促进。
　　问道名师，就是要追问其教之道、研之道、引之道；问道名师，就是要问道以德为先、以勤为重
、以人为本的教育教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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