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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堂远不只是教育科学的问题，还存在着大量的管理与利益问题。
虽然这些问题并没有直接在课堂中表现出来，但它却潜伏在课堂教学过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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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周彬
教育学博士。
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副教授。
著有《叩问课堂》、《课堂密码》、《课堂方法》、《学校法制：理论与案例》和《教青考试与评价
政策》等专著，在课堂教学、学校管理领域有独到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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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自序
修订版序 我们如何思考课堂
第一辑　教师与教学
　1.为谁而教
　2.莫把课堂当秀场
　3.课堂教学只是教师的脸面而已
　4.课堂教学“症状”与“病根”的分野
　5.老师，您把自信搁在谁身上了
　6.奠定课堂教学的理论底色
　7.教学实践：行进在错误轨道上的“流浪儿”
　8.教学层级：取乎其上而得其中
第二辑 学生与学习
　1.学生为什么不愿意读书
　2.以学生的名义解读“学生”
　3.好生与差生：只是教师的一种观念
　4.教“好学生”与教“好”学生
　5.让学生学习走出迷失之境
　6.学生差异：化训育障碍为教育资源
第三辑 育分与育人
　1.用“德育”温暖“课堂”
　2.并非只有“师爱”才能催生教育
　3.探寻被师爱遮蔽的教育真谛
　4.学科教学与学生德育的冲突与融合
　5.激活“人际关系”中的“教育力量”
　6.透视“师生关系”中的“教学价值”
　7.教师的“新装”：骗人的“红五角星”
　8.搁错位的“教育美德”是教育进步的“绊脚石”
第四辑　课堂与课程
　1.从“课堂”到“课程”
　2.“教什么”与“怎么教”
　3.课程改革究竟要改些什么
　4.理清新课程改革的实践脉络
　5.论“课堂教学”与“课程改革”的貌合神离
　6.如何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
　7.教材在课堂教学中缘何“反仆为主”
　8.论课堂教学中教师的进退之道
　9.老师，您的教学资源还有多少
　10.学科教师的教学盲点与学科整合
　11.学生为什么要读书
　12.开放教学：动态生成的课堂何以可能
第五辑　成绩与成长
　1.讨伐月考
　2.论“学习质量×生活质量=教育质量”
　3.考试成绩究竟是谁的命根
　4.支撑课堂教学的目的究竟是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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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考试成绩与幸福学习：对立还是统一
　6.课堂是师生生活家园还是利益战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叩问课堂（第二版）>>

章节摘录

　　3.课堂教学只是教师的脸面而已　　对于教师而言，课堂犹如人的脸面那样重要，不能有丝毫的
污点。
虽然脸面对于人非常重要，但人也不能只为了脸面而不顾及其他。
盲目追求脸面的美，这是虚荣；只是追求脸面的美，这是虚伪！
脸面是人的所有内在品性的集中表现，所以我们说脸面是重要的。
但从实用性来说，它似乎又不甚重要。
当一个人独处时，漂亮的脸面就完全丧失了价值。
而且，如果一个人只靠脸面为生，我们也不会对这个人有好的印象。
看来，脸面是拿来给别人看的，对于一个人来说，重要的并不是脸面，而是透过脸面表现出来的内在
品性。
　　课堂重要吗？
这是肯定的。
课堂不仅仅是教师的脸面，还是学生的脸面，是教师与学生共同的脸面。
正因为课堂有着如此重要的地位，所以课堂教学质量的好坏，成为教师能否生存的决定性力量。
正因为课堂如此重要，所以教师死守课堂，学校紧盯课堂。
　　学校里有教研室，其全称是课堂教学研究室；学校中有备课组，其全称是学科教学备课组。
这两个部门的职责，就是对教师的课堂教学进行研究、准备、诊断与优化。
每到一所学校，对方最乐意向你展示的，就是公开课、示范课；每参观一所学校，自己最想做的事，
也是去听教师的课。
课堂，是学校的前线，寸土不可丢，寸步不可让。
据说，在民间有一种判断教育专家真伪的方法，就是让教育专家到中小学上一堂课，以此检验他的教
育理论的正确性。
这种方法本身效果如何尚待考评，但多少反映出了学校与教师对课堂教学有多么重视。
　　看到大家把课堂放到如此崇高的地位上，笔者或多或少有些吃惊。
虽然现在有人为了拥有更美丽的脸面，愿意在脸上大动干戈，重整家园，有人为了在脸面上留住青春
，愿意破大费、受大苦，但在常人看来，脸面的好与坏，不是自己可以选择的，也就是说，不能由自
己来承担脸面不好的责任，那么又何必去受这份苦呢？
再说，青春易逝，非得与自然规律对着干，不等于自己为难自己吗？
正因为这样，与其在脸面上大做文章，还不如在内在品性上花更大的气力。
由内而外的美，应该比由外而内的美，更为可靠持久。
不是常说“人是因为可爱才美丽，而不是因为美丽才可爱”吗？
可爱是美容与手术换不来的，它是内在的美。
　　要让教师上好课，守住自己的脸面，只是简单地强化教师的课堂教学技能技巧，这不等于让教师
在脸面上大做文章吗？
从美容的实际效果来看，这种只重脸面而不要内在品性的做法.是达不到目标的；长此以往，反而会让
人变得更加虚伪与虚荣：只要课堂上过得去，课堂背后的东西就不再重要了。
可是，人能够只需要脸面吗？
在今天的教育实践中，我们往往就课堂论课堂，这种研究课堂的模式，与人类只研究美容而放弃内在
品性的塑造，是何等相似！
　　要提高教师课堂教学的质量，我们去听教师的课，并对他的课堂教学提出具体的指导意见，这样
，真的能够让教师真正地改善与优化自己的课堂教学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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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多方位、更系统地思考课堂，教师可以更全面地理解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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