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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师工作是终身学习的专业、学校发展的基石。
如何切实提高教师在职学习的有效性，以适应社会进步和课程教学改革的需求，业已成为教师教育工
作中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正缘于此，普陀区教育学院的姜培民、肖建民、黄颂康等同志，基于工作的需要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与基层中小学、幼儿园的领导、教师合作，自2002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开展研究，历时7年，创造性地
提出了教师实践课程的重要命题，《教师实践课程构建与实施》就是他们凝聚数年心血的成果汇集。
　　长期以来，教师教育课程建设存在“两多两少”的情况，即研究职前的多、研究在职的少，关注
理论知识的多、关注实践经验的少，这是一种结构性的缺失。
本书作者对此很有一些建设性的想法，他们在长期实践、调查研究、探究教师成长规律的基础上，从
教师知识的基本来源出发，区別间接经验与直接经验，贯通明言知识与默会知识，在研制《上海市普
陀区“十一五”教师继续教育规划》的过程中，提出了“二维四类多元”的教师在职学习课程框架，
既重视理论课程的建设，又强调实践课程的开发。
其中的教师实践课程，有別于高等师范院校的教学实习课程，是立足于教师经验的一种课程，是一种
体验式、生成性的课程，“类似杜威讲的经验课程、佐藤学讲的登山型课程”。
这种课程按照“实践逻辑”组织经验，通过围绕专题，“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促
进学习者的行动、体验、生成、反思。
教师实践课程是一种以提高教师教育教学能力为主要指向，以经历实践过程为内容，以实践反思为主
要研修方式的教师继续教育课程，这是对教师在职学习课程模式的一种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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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师工作是终身学习的专业、学校发展的基石。
如何切实提高教师在职学习的有效性，以适应社会进步和课程教学改革的需求，业已成为教师教育工
作中急需解决的突出问题。
正缘于此，普陀区教育学院的姜培民、肖建民、黄颂康等同志，基于工作的需要和对事业的执着追求
，与基层中小学、幼儿园的领导、教师合作，自2002年以来坚持不懈地开展研究，历时7年，创造性地
提出了教师实践课程的重要命题，《教师实践课程的构建与实施：校本研修制度新探索》就是他们凝
聚数年心血的成果汇集，可供相关读者阅读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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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为落实学习过程，要用制度固化教师团队集体活动和全程研修的时间、空间、内容、形式，还要
规定对教师研修过程有全程记录，包括文本和影像资料。
做实这些环节，教师实践课程才算真正得以落实。
　　4.实施学业评价　　学业评价是引导教师投入实践课程，积极开展自主学习，不断追求专业能力
发展的“指挥棒”。
要发挥评价的导向作用，评价的内容必须紧紧围绕教师实践能力的目标，把教师有限的精力集中到他
们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上；要发挥评价的激励作用，以鼓励为主，促进教师自觉追求专业发展是评价的
基本价值取向。
评价要关注教师目标的达成度，更要看到教师自我发展的意愿。
长期来我们擅长的是教师间的比较，这种横向比较有利于优秀教师的选拔，但不利于促进处于群体中
下端教师的成长，这是一个相对人数较多的群体，也是教师实践课程实施的主体，建议用发展性评价
对教师个体纵向发展进行比较和激励，让每一个教师看到自己的不足，明确自己的目标，看到通过研
修获得的点滴进步。
评价要看到学习后的即时效果，更要关注学生和家长的反馈、教育教学实绩。
评价要多元，可以用自评、互评和专家组评相结合的方法，对教师专业学习状况进行评价。
学分是学业评价的表现形式，学校还可以把学业评价纳入到对教师的单项评优或年终综合考评之中。
　　5.评选、奖励、表彰　　评选、奖励、表彰是课程管理的激励机制。
激励的形式多种多样，有优秀学员（学业优秀的和进步显著的）评选，有学分（基本分和奖励分）奖
励和物质奖励，更有精神方面的表彰。
有些学校甚至把学业成绩作为梯队构建的依据，如在评优课中排列前位的作为学校的骨干教师等。
还有学校把教师研修的业绩纳入到学校整体的激励机制中，把学业成绩作为年度考核中的一个组成部
分等等。
学校在运用激励机制时必须注意保护每一位教师的自尊性和积极性，要看到一些发展状况不理想教师
的微小进步，并及时给予激励，这些人的奋起才是学校教师队伍培养的真正成效。
　　6.收集反馈、建立档案　　收集反馈、建立档案是为了反映课程实施的轨迹和教师成长的轨迹。
反馈包括团队反馈与个人反馈。
团队反馈主要是管理团队充分听取学员意见，当然还包括着上级部门的专项督导意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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