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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培训工作做久了，我们的困惑反而多了起来。
一线的教师需要的往往是行动的具体程序，即“谁能告诉我怎么做？
”而教育理论工作者常常是难以做到。
教育教学理论与教学实际工作真的是两回事吗？
我认为这是因为在传统的研究模式中，理论与实践往往事分离的，研究者与实践者也是分离的。
研究活动的主体是专家，场所是大学的研究所或是书斋.他们的成果表现为艰深的学术论文和著作，而
教学实践的主体是一线教师，场所主要是中小学的课堂，成果表现为成文或未成文的经验。
研究者对中小学是一种“俯视”，实践者视研究为神圣，是一种“仰视”。
这样的两张皮使得研究者的成果不能有效解决实践者的具体问题，而实践者的理论水平的提高也受到
制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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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1．识字、写字：起点、规范与功底
问题1 过早识字：纷争还是应对?”
·你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儿童教育的起点之争，已导致了幼儿教育小学化。
这一现状带来的问题，必然会波及到小学教育，第一个受到冲击的将是识字教学。
既然事实如此，就需要我们暂时放下该与不该的纷争，思考如何变革与应对?⋯⋯
·让我们都来问问自己：
学龄初期学生的识字不是零起点，可我们的教学往往从零起点的假设开始。
这种零起点的假设，表现在教学中，就是不调查、不了解学生的识字基础，不进行幼小衔接的研究，
关起学校大门，依照教材的进程规规矩矩地教，勤勤恳恳地学，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不但效果不好
，还伤及到学生的识字兴趣⋯⋯
·原来可以这么做！

就像有人说的，如果我们改变不了现实，那么我们就改变自己，这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教学实际中，我们要正视学生过早识字的现实，并有效地加以利用和引导，调整和变革传统的教学思
路和做法，以求取得好的教学效果⋯⋯
·能给您点启发吗?
《小稻秧脱险记》教学片断
问题2 识字教学：莫要造成符号与文化的割裂?
·你遇到这个问题了?
我们倡导亲近母语，试想，如果不能发现文字符号所承栽的文化意义，如果没有将符转化成情感化、
有生命的文字，和学生的情感、意志、品格、习惯等沟通，那么，我们拿什么来亲近我们的母语?我们
往往津津乐道于孩子的识字量，孩子的识字能力，也在不断寻求各种方法，尽快度过识字关，好让孩
子尽快地进入阅读、写作的领地。
当我们理直气壮地这样做了的时候，是否静下心来想过，汉字的文化生命是否在孩子的身上植活了?⋯
⋯
让我们都来问问自己：
汉字是具有历史范畴的文化符号，蕴含丰富的文化信息，识写过程中应体现出工具性和人文性的统一
。
现实的教学中，许多老师由于过于注重一些识字方法的研究、运用，忽略了文化意义在识字教学中的
渗透，而在教学方法层面造成了工具性和人文性的隔离⋯⋯
·原来可以这么做！

汉字是一种具有历史范畴的文化符号，它的形成、发展与变化过程，就是一种文化的变迁过程。
教学时可利用多媒体优势，将汉字的文化变迁过程动态化，使学生更好地掌握汉字⋯⋯
·能给您点启发吗?
《探秘中国汉字》
问题3 写字教学：独特价值在哪里?
·你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一系列纲领性文件的颁布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些问题：上世纪末本世纪初，中小学教学中为何如
此强调写字教学?为什么写字教学在实际教学中的地位总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多媒体在写字教学中的运
用会给写字教学带来些什么?⋯⋯
·让我们都来问问自己：
粉笔的生命力如此强大就是因为在很长时间里，它在老师的手中和老师一起变成了活的媒体。
然而，我们也不无忧虑地看到多媒体的功能越是强大，老师和粉笔这个“活的媒体”的功能就越多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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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替代了、弱化了，从而一些本该有的教育功能脱落了⋯⋯
·原理可以这么做！

对学生而言，习得写字技能的规则，主要途径是观察教师实际的写字示范并结合教师对写字规则的言
语陈述来获得，这在写字的初期阶段非常重要。
另一种途径就是学生通过自己观察范字，自己体会规则，这一途径主要是通过前一种途径逐渐培养起
来的⋯⋯
·能给您点启发吗?
“红”“火”教学案例
2．阅读教学：围墙的内与外
问题1 老师的问题：是“桥”还是“墙”?
·你遇到这个问题了吗?
长期以来，课堂教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学生回答老师的问题，完成老师交给的任务，习惯似乎阻碍了我
们思考：老师应该提什么样的问题?老师提问的目的是什么?作用又是什么?⋯⋯
⋯⋯
3．写作教学：作文与做人
4．口语交际：老问题，新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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