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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基础教育教学基本功》（丛书）可以说是应“运”而生。
　　春节过后，出版社的朋友就教学基本功这个选题策划与我沟通。
我当时的第一反应是，“这合时宜吗？
”几天过后，我又由衷地佩服朋友的眼光。
就像大海的潮起潮落一样，随着海潮的退去，海滩仍然是平静的，尽管还有一些泡沫存在。
同样，基础教育新课程改革刚刚来临时，我们也曾随着那些新理念、新思想而心潮澎湃，当新课程改
革渐渐地走入一种常态后，反思新课程改革，我们发现，伴随着改变和生成，我们也有丢失，其中最
明显的是教学基本功。
而这恰恰是最基本的东西，也是永恒的东西。
　　人们常说，教学是一门科学，又是一门艺术。
教学要想真正成为一门科学，或者一门艺术，其基础在于教师的教学基本功。
　　基本功是从事某种工作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教学基本功是教师从事教学工作所必须掌握的基本的知识和技能。
它是从事教学工作的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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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套丛书在框架安排上以教学流程为“经”，以教师教学专业发展为“纬”。
按备课、上课、作业与批改、辅导、教学评价的顺序组织，作为“上编”——教学活动基本功。
按教学反思、理解他人和与他人交往、教育管理、教育研究等内容组织，作为“下编”——教学专业
发展基本功。
这样的体例编排使得专业活动与专业发展兼顾，动静结合，相辅相成。
　　这是本套丛书特点之二。
　　本套丛书在内容撰写上，力求体现三个结合：一是继承与创新结合。
既强调传统教学基本功的不可替代性，又重视教学基本功的与时俱进。
二是陈述性知识、程序性知识、条件性知识和策略性知识结合。
对每一项教学基本功既要说明是什么，又要说明如何做，也要说明具体的应用条件，还要说明如何去
训练。
三是一般教学基本功与学科特殊教学基本功结合。
教学基本功具有共通性，同时，反映到各具体学科又不可避免地带有学科的印记，形成了每个学科所
独有的教学基本功。
在编写时，各分册较好地关注了这一点。
这是本套丛书特点之三。
　　本套丛书在写作中，编写人员力求把有关的教学基本功的知识与技能，同具体的案例结合起来，
使之易懂、易学、易记。
因此，本套丛书具有广泛的读者对象，既适合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也适用于师范类本专科学生。
这是本套丛书特点之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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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教学方法与教学媒体（八）准确预见教学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九）科学设计板书（十）编写教案二
、授课（一）激发学生学习兴趣（二）营造民主开放的课堂环境（三）把教学目标转化为学习目标（
四）运用专业化语言讲述教学内容（五）引导学生掌握重点、突破难点（六）引导学生恰当运用多种
学习方法（七）引导学生不断优化认知结构（八）指导学生掌握学习策略（九）课堂有效提问的设计
（十）根据教学反馈及时调整教学活动（十一）适度调整自我情绪三、作业设计与批改（一）作业设
计（二）作业批改四、教学辅导（一）了解辅导内容（二）掌握辅导原则（三）选用辅导方式（四）
明确辅导要求五、教学评价（一）评价的理念、类型与方法（二）课堂学习评价（三）研究性学习评
价（四）个人成长记录袋的创建与管理下编：教学专业发展基本功一、教学反思（一）现场评课（二
）教学监控（三）撰写教学反思（四）说课二、教学交往（一）理解学生和与学生交往（二）教师问
的合作与交往（三）教师与家长的沟通交往三、教学管理（一）制定课堂教学规则（二）课堂偶发事
件处理（三）课堂教学时间管理（四）课堂人际关系管理四、教学研究（一）行动研究（二）教育故
事撰写（三）学生个案研究（四）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策略五、现代信息技术的掌握和运用（一）借助
计算机及多媒体呈现教学内容（二）网络课程资源开发利用（三）实施交互式学习参考文献后记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教育教学基本功>>

章节摘录

　　一节课刚开始，学生的注意力不可能迅速专注，根据学生的认知规律与教学的实际需要，教师可
设计安排一定的铺垫，以便顺利进入新课教学。
若本节课所学内容与前面已学内容联系紧密，可采用复习旧课的形式导入。
教师通过概述、提问、检查作业等方式，对上节课学习的内容进行复习；有时也复习过去学习过的与
新课有关的内容。
复习的内容应是旧课的重点、难点，以及与新课有必然联系的问题。
在复习后，教师要作出简短而有说服力的总结，从而引导出与新课的联系，自然地过渡到新知识的讲
授。
若新课程内容与上节课的内容联系不紧密，则可根据本节课的教学内容运用谈话法、学生活动、多媒
体展示等手段创设情境，直接导入。
要注意的是：导入的问题要明确；导入设计要简洁明快，直入主题；导入不能占用太多的时间。
　　教师通过恰当的教学方法，组织学生学习、探索新课的内容。
这是完成这一节课教学目标的中心环节。
新知识教学的设计，既要深入挖掘课文内容和其他历史资源中的历史信息，注意教学内容体系的完整
性、系统性和逻辑性，突出重点和难点，更要突出学生的主体地位，给学生思考、探究、选择、体验
、活动的空间，还要注意指导学生掌握历史学习的方法，以使学习新知识的过程成为学生张扬个性、
舒展灵性的过程。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基础教育教学基本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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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