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学教育概论>>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中学教育概论>>

13位ISBN编号：9787565102103

10位ISBN编号：7565102105

出版时间：2010-9

出版时间：南京师大

作者：李学农 编

页数：287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中学教育概论>>

前言

　　我们现在生活的这个世纪，是人们曾给予许多憧憬的世纪。
在所有美好憧憬中，教育被寄予了很大希望，而人们把对教育的希望又寄托在教师身上。
因此，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希望理所当然地落在21世纪的教师教育者身上。
　　生活在世纪之交的人，对两个世纪的跨度是没有距离感的。
我们曾经描绘了21世纪教师的理想形象，我们当然也为培养这样的教师做出了努力。
改革在20世纪背景中产生的教师教育模式，创造一个适合于培养21世纪新型教师的教师教育模式，是
教师教育改革的重要任务。
　　21世纪的新型教师是怎样的？
这是教师教育改革的关键。
21世纪的新型教师应当能够培养创造这个世纪美好生活的新人。
在以“专业”服务于他人的现代社会中，这样的教师一定是专业的，并且这一专业应当在现代社会的
所有专业中享有特别的声誉。
显然，以“专业化”来引领21世纪初的教师教育改革，这是一个时代的命题。
　　进入新的世纪，一种新型的、专业的教师教育探索在中国开始了。
有一批人把培养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集合成为一个教师教育的专业团队。
教师教育专业作为大学众多学科专业中的一个开始成型。
教师教育不再是附着于其他学科专业的活动，或是被其他学科专业淹没的一种活动，而是在大学综合
性的学科专业体系中独立地运行的一种专业活动。
　　以“专业化”引领的教师教育改革，最终必须落实在专业课程建设上。
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机构，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团队，使得教师专业化教育的课程第一次得以整体设计、
整体实施。
正是在专业化的教师教育机构和专业化的教师教育团队基础上，根据师范大学培养中学教师的目标和
要求，我们建构了本科层次的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
　　我们的教师专业化教育课程建设的基本理念是：引导本科阶段的学习者确立教师专业意识，形成
初步的中学教育思想，养成教师专业情感，掌握初步的教师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为教师的终身发展
奠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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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进入新的世纪，一种新型的、专业的教师教育探索在中国开始了。
有一批人把培养教师作为自己的职业生涯，集合成为一个教师教育的专业团队。
教师教育专业作为大学众多学科专业中的一个开始成型。
教师教育不再是附着于其他学科专业的活动，或是被其他学科专业淹没的一种活动，而是在大学综合
性的学科专业体系中独立地运行的一种专业活动。
　　以“专业化”引领的教师教育改革，最终必须落实在专业课程建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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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表一为义务教育阶段一至九年级的课程设置，表二为义务教育阶段各年级周课时数、学年总课时
数、九年总课时数和各门课程课时比例，每门课的课时比例有一定弹性幅度。
地方与学校课程的课时和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共占总课时的16％～20％。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可根据本省（自治区、直辖市）不同地区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
制定不同的课程计划；学年课时总数和周课时数应控制在国家所规定的范围内；根据教育部关于地方
课程、学校课程管理与开发的指导意见，提出本省（自治区、直辖市）地方课程、学校课程管理与开
发的具体要求，报教育部备案。
民族学校、复式教学点、简易小学等学校的课程设置，由省级教育行政部门自主决定。
　　每学年上课时间35周。
学校机动时间2周，由学校视具体情况自行安排，如学校传统活动、文化节、运动会、远足等。
复习考试时间2周（初中最后一年的第二学期毕业复习考试时间增加2周）。
寒暑假、国家法定节假日共13周。
　　晨会、班队会、科技文体活动等，由学校自主安排。
　　综合实践活动是国家规定的必修课，其具体内容由地方和学校根据教育部的有关要求自主开发或
选用。
综合实践活动的课时可与地方、学校自主使用的课时结合在一起使用，可以分散安排，也可以集中安
排。
　　为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各门课程普遍增加了实践活动。
学校在做学年教学安排时，应根据活动的性质和内容，统筹合理安排。
　　初中阶段的学校在选择分科与综合相结合的课程时，若选择科学、历史、地理，可相应减少自然
地理的内容；若选择历史与社会、生物、物理、化学，则应参照相关课程标准安排自然地理的内容。
　　各门课程均应结合本学科特点，有机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
环境、健康、国防、安全等教育也应渗透在相应课程中进行。
　　一至六年级设体育课，七至九年级设体育与健康课，均应贯彻“健康第一”的原则。
七至九年级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中要求的健康知识，应在学生进行相关体育活动时，使学生了解，但
不得组织笔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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