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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教育第八轮课程改革，从开始试点到全面铺开，已接近十年。
广大教师从学习课改新理念到参与课改新实践，从宏观了解课改目标到改变教与学的方式，从追求教
学形式的热闹到思考教学的有效性，在不断追求中努力探索，取得了可喜的成果。
　　但是，在课改推进过程中，各学科教师也遇到了许多疑难问题：如何准确把握教学目标，如何科
学理解教材内容，如何有效开发教学资源、如何灵活处理课堂预设与生成、如何真正实现“轻负高质
”等。
教学的理想与现实之间依然存在着落差。
宁波市教育局教研室以“疑难问题解决”作为突破口，继续深化与推进新课改，这是非常必要的。
其中几点探索是很有价值的：　　第一，聚焦疑难问题，教育教学研究有支点　　“教师即研究者”
。
现阶段教师应研究什么？
如何研究？
这是需要引领的。
义务段各学科由教研员牵头，通过调查研究，筛选一线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疑难问题，把目光聚焦在
急需解决的问题上，组织名、特、优教师，进行剖析诊断，寻求解决方案。
让疑难问题成为教师研究的起点。
让疑难问题的解决成为课堂改革深化的“支点”。
　　第二，学科集体攻关。
教研方式创新有亮点　　不同学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有共性，也一定有差别。
纵观“疑难问题解决”丛书，有的学科重点研究文本，有的学科重点解读教材，有的学科重点突破教
学方法，有的学科关注实验操作等等，都是从学科实际出发，选取了有价值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
教研室则以服务教育一线为宗旨，精心规划，通过专题分类，集体攻关的方式，点面结合，步步落实
，在创新教研机制、优化教研方式、丰富教研内涵、提升教研品质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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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聚焦疑难问题，教育教学研究有支点。
“教师即研究者”。
现阶段教师应研究什么？
如何研究？
这是需要引领的。
义务段各学科由教研员牵头，通过调查研究，筛选一线教师普遍感到困惑的疑难问题，把目光聚焦在
急需解决的问题上，组织名、特、优教师，进行剖析诊断，寻求解决方案。
让疑难问题成为教师研究的起点。
让疑难问题的解决成为课堂改革深化的“支点”。
　　学科集体攻关。
教研方式创新有亮点。
不同学科在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可能有共性，也一定有差别。
纵观“疑难问题解决”丛书，有的学科重点研究文本，有的学科重点解读教材，有的学科重点突破教
学方法，有的学科关注实验操作等等，都是从学科实际出发，选取了有价值的疑难问题进行研究。
教研室则以服务教育一线为宗旨，精心规划，通过专题分类，集体攻关的方式，点面结合，步步落实
，在创新教研机制、优化教研方式、丰富教研内涵、提升教研品质等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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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部分 数与代数分合有度析教材数形结合育数感——对“数的认识”的教学研究瞻前顾后研教
材深入浅出读学生——对“小数的认识”的解读和教学研究数的扩展意的连绵——对“分数的认识”
教学的专题研究第二部分 空间与图形定位缘于解读突破缘于思考——关于小学阶段“角的认识”教学
的思考溯源探流承上启下——关于《对称图形》与《轴对称》的教学研究“观察”背后的思考——对
“观察物体”教学的研究把握方向准确定位——对“方向与位置”教学的思考和研究第三部分 统计把
握统计本质彰显统计实效——关于小学阶段“统计”教学的研究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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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如何把握统计教学的“度”　　统计的内容教学由原来的四年级开始提前到由一年级开始
，这必然会引起大家的很多思考：低年级孩子的知识储备有限，学习统计是不是难度太大？
而且教材在一、二年级所进行的统计活动好像很相似，但又有什么区别？
低年级学生和高年级学生学统计肯定有很多的不同，如何把握“度”？
　　（三）如何使活动开展更有效　　统计教学中课堂活动一般是收集小组学生的相关数据，如“正
”字统计法、填统计表、绘制各种统计图等活动。
可是这些活动占用的时间太多，而且比较难控制，一旦进行课堂活动，几乎需要对每个学生进行指导
，因此组织太多的活动会影响教学任务的完成。
所以如果教材中出现有活动的环节，只需简单地找学生示范一下就可以结束。
　　（四）如何创设统计教学情境　　教材中情境大多与城市生活联系密切，这使农村教师在教学中
有较大困难。
同时，正由于统计的情境设计与生活密切联系，在得到教师充分肯定的同时，也感到一节统计课下来
，学生好像没有学到什么统计知识。
在低年级的统计学习中，出现了根据统计的结果，进行简单预测的活动，感觉学生的预测和统计的结
果关系不是很密切，多数是一种直观的猜测或主观的判断。
　　根据新课标要求，结合学生实际，关于统计教学提出如下教学建议：　　（一）落实统计教学的
核心目标：“统计观念”的形成　　在小学阶段，学生学习统计的核心目标是发展“统计观念”，最
有效的办法就是让学生真正投入到每节课的统计全过程中。
因此教师要精心设计统计的过程，即使是虚拟的过程，也要让学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首先要改变过
去“掐头去尾”的做法，尽量把活动设计得完整一些，既要让学生体会统计必要性的情境，还要有学
生自主收集数据的细节；既要有整理数据的过程，还要有观察分析、作出简单判断与预测的环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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