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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近年来，变革一直是教育领域的核心主题。
在教育变革的过程中，一个观念正在变得越来越清晰：没有学校层面的变革，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教育
变革。
　　在我国，世纪之交的教育正面临着急剧的变革，特别在政策层面。
从素质教育到课程改革，学校一直处在教育变革的风口浪尖，经历着变革更新的挑战。
而在新一轮课程改革的背景下，学校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主权，已不能坐等变革，也不能借口不变革
；与此同时，在教育的持续改革中有了自身独立利益的学校也开始产生了内发性的变革动因--变革正
成为许多学校主动的追求。
　　变还是不变，这已不是一个问题。
然而，如何实现变革？
回答这个问题对于许多学校也许不是一件难事，提出一个美好的愿景，描绘一幅完美的蓝图，都不是
太难的事，因此，我们看到提供现成答案的文献连篇累牍，其中就包含许多由学校填写的答卷。
但是，写出来的答案并不等于“做”出来的现实，对这一问题作出实践回答绝非一件易事--实践是高
度复杂的，实践的变革更有其自身的逻辑。
　　实际上，没有一所学校会视变革如反掌。
对于变革的困难，没有人会比学校更了解且有更深切的体验。
但许多学校依然知难而上。
在挑战变革所遭遇的困境的过程中，许多学校正以其高度的责任感展现出巨大的创造力，探索着属于
他们自己的创新之路。
这既是学校主体意识觉醒的结果，更是学校校长、教师公民意识和创新勇气的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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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四个部分构成：  第一部分“故事分享”。
课堂观察的研究与实践，一路走来，我们有着太多的艰难、太多的思考和太多的喜悅。
故事不仅记录了我们的旅程，也能让读者理解我们的旅程和课堂观察本身。
为此，我们收录了课堂观察大区域合作体——浙江余杭、北京海淀、于夏银川探索的若干故事，与读
者分享。
 　 第二部分“问题解答”。
我们相信，专业行动不仅需要经验积累，而且需要知识基础。
我们选择了20个问题，用问答的形式，简明扼要地介绍了课堂观察的概念、意义、操作技术与流程、
局限性，以及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根据我们的经验，这对教师形成正确的观念并在这种观念指导下行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第三部分“范式创新”。
拆除听评课的“旧房子”是件容易的事，但重建听评课的“新房子”就不容易了。
我们在崔教授团队的强有力支持下创造了一种新的听评课范式，这一部分的核心就是《课堂观察框架
（第三版）》和部分观察记录工具。
这是我们做得最为艰辛的部分，也是本书的精华部分，它代表着我们的知识创新。
　　第四部分“课例研究”。
一次课堂观察活动后，我们撰写自成一体的课例，呈现一次完整的课堂观察活动过程。
也许这一活动并非课堂观察本身所必需，却是课堂观察的必要延伸，是基于课堂观察的教学研究之必
需。
课例的撰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更为深入的研究过程，这一研究过程改善的不只是我们的课堂观察，更
重要的是，改善了我们的教学，促进了学生的学习。
两年来的实践证明是有效的，值得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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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沈毅，中学高级教师。
杭州市余杭高级中学校长、党总支书记、兼任余杭信达外国语学校副理事长。
长期致力于教育和学校管理的研究。
　　崔允漷，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研究所副所长、课程与教学系教授，全国课程专
业委员会副理事长。
浙江临海人。
著有《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解读》、
《校本课程开发：理论与实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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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探索　　通过第一个阶段的研究实践，我们探索了“课堂观察”活动的基本步骤以及实施策略。
在这里，引用一些真实的案例，展示我们的探索历程。
　　2007年7月，从余杭高级中学回来，政史地组先行一步，开展“课堂教学观察”活动。
实施步骤按照《课堂观察手册》进行：课前会议一课中观察一课后会议。
　　1．课前策划诊断、组织学习手册，寻找一个适合的“视点”　　为落实“课堂观察式”听课，
政史地组、生化组教师用一周的时间自我培训，学习《课堂观察手册》，并学会对教学行为进行记录
和反思，着手设计“课堂观察”记录量表。
一张“记录量表”的设计花了一个星期，内容一减再减。
在反复的修改中，大家体会到，应该把记录课堂上教师做了什么、学生学得怎样作为重点，但我们每
个观察者在一节课里一定要有观察重点。
通过讨论，把量表的项目定位为三大块：教学环节、实施过程及教学策略、评议意见（目标落实情况
）及建议。
把目标落实与评议意见进行整合，把对学生学习情况的关注，即评议教学过程的实施是否有效，作为
观察、思考、分析的重点。
简单来说，以学生学得如何来反思教师设计了什么、做了些什么、效果如何。
　　2．实施课堂观察，课后对话交流　　本学期开始进入课堂，各教研组根据本组情况以4人至6人为
一组，分成“课程”、“教师”、“学生”和“课堂文化”四个小组分别对课堂进行观察。
课后会议集中评议时，听课教师有备而来，汇报交流既有对课堂的“亮点”的肯定，也指出了不足，
还提出下一步改进的建议。
被观察的教师对观察者提出的疑问可以随时做出解释或提出自己的想法。
随后，教师们将活动中感触最深的一件事或片段，通过叙事或案例的形式撰写出来。
　　【案例1】　历史老师张晓英的《世界经济的全球一体化进程》　　上课时间：2007年7月5日第七
节，观察者：全组教师　　马建云一组确立的观察点是“课程资源利用”，观察内容分四大项：资源
类型、资源来源、利用方式、目标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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