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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当代中小学课堂研究丛书：课堂评价论》为进一步深入研究课堂教学评价开辟了新的视角和思
路，为有效提高课堂教学质量提供了重要手段。
《当代中小学课堂研究丛书：课堂评价论》以马克思主义人学思想为指导，很好地运用了文献分析、
课堂观察、问卷、访谈、实验等多种现代教育科学研究方法：确立了以“双基”教学为基础，以发展
学生主体性为核心，重视课堂交往和合作，强调课堂生活意识和创造体验的课堂教学质量观；提出了
纵向和横向立体交叉，基础、提高、体验三个层次鲜明的课堂教学评价标准构想。
在书中，作者还提出了应综合运用理论方法、科学方法、艺术方法的课堂教学评价方法论原则，以及
在课堂教学评价实施中应强调过程评价、自然调控重要性的观点。
这些观点对于全面、深刻地研究课堂教学评价活动，丰富和发展教学理论和教育评价理论，指导当前
教学改革，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当代中小学课堂研究丛书：课堂评价论》适合广大中小学教师阅读参考。

Page 2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课堂评价论>>

书籍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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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评价发展三、现代课堂评价的主体由一元向多元发展，评价对象由被动等待向主动参与发展四、
现代课堂评价的评价方法由单一向综合，多层次、全方位方向发展第三章 课堂评价的理论透视第一节
课堂教学的结构分析一、课堂教学的要素分析二、课堂教学质量的形成分析第二节 现代课堂教学质量
观的确立一、对过去课堂教学质量观的分析二、现代课堂教学质量观形成的理论基础三、现代课堂教
学质量观形成的实践基础四、现代课堂教学质量观的确立第三节 课堂评价的方法论研究一、对过去课
堂评价方法论的剖析二、现代课堂评价方法论探讨第四章 课堂评价的标准第一节课堂评价标准的实证
研究一、课堂评价标准研究的设计二、课堂评价标准研究的结果分析三、对课堂评价标准调查结果的
讨论⋯⋯第五章 课堂评价的实施结语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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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课堂评价的概念分析　　第一节 课堂及相关概念的分析　　一、课堂与课堂教学　　对
广大教育工作者来说，课堂与课堂教学是最熟悉、最普通的了。
但课堂是什么，课堂教学究竟是怎样的，却是一个难以回答而且歧义互见的问题。
为了使研究有一个更坚实的基础，这里有必要对课堂和课堂教学这两个核心概念作一分析，以便对它
们有一个更清楚的认识，开展更有效的评价。
　　（一）课堂的语义学分析和概念考察　　“课堂”在汉语中最初并不是作为一个专门的术语来使
用的，“课”和“堂”各自有其专门的含义。
“课”在汉语中有多种含义。
根据《辞源》、《辞海》和《汉语大词典》中的解释，“课”的含义有20种之多。
但“课”在我国最初只有“考核”“检验”以及“赋税”等含义，直到南北朝时期，才在“课”最初
含义的基础上引申出“按规定内容和分量教授、讲习、学习以及作业”的含义。
《梁书·儒林传·沈峻》中有“与舅太史叔明师事宗人沈驎士，在门下积年，昼夜自课”；白居易也
在《与元九书》中称“二十年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都是使用此义。
近代以后，随着班级授课制的产生，“课”则成为班级授课的重要概念，它是指“把教学内容以及实
现这种内容的教学手段、教学方法展开的教学活动，按学科和学年分成许多小的部分，分量不大，大
致平衡，彼此连续而又相对完整，这一小部分内容和教学活动，就叫做一'课'”。
由于在教学中常常一课接着一课地进行，并且把每一“课”规定在统一且固定的单位时间里进行，有
时也把“课”作为教学中相对固定的时间单位，如一节课、两节课等。
另外，“课”也指一定的教学科目，如必修课、基础课、专业课、主课，等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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