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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全国各地都面临区域整体并深入推进新课程的艰巨任务，在此过程中，如何进行教研制度
的创新，通过开展创建以校为本教研基地建设的实践和研讨，加强学校一级的教研制度建设，提高学
校自身教学研究的质量和水平，使学校成为开展教学研究的主阵地，成为全国同行关心的问题。
　　如何开展校本教研基地建设呢？
有些专家提出联片教研的模式，然而，在实际的情形中，城乡之间、校与校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异的
，笼统地用联片教研或城乡连动来概括校本教研基地建设的模式是很不够的。
进行校本教研基地建设，我们必须做细、做实，要考虑学校的实际情形与需要，要充分利用资源。
如，一些学校教学条件、师资队伍各方面都好，这类学校如何开展校本研究？
一些学校相对薄弱，该怎么生存？
一些学校某方面有一定优势，但存在某些不足，该如何发展？
教育科研机构、大学课程中心如何发挥其作用？
　　为此，我们通过实践调查，仔细分析了这些学校的需求与现实问题，并进行了认真的实践尝试，
归纳总结了六种校本教研基地建设的模式：　　教育科研机构与学校联合创建模式：主要探讨了学校
与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专业支持关系，促进学校校本教研不断深入发展的教研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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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校本教研基地建设模式》主要探讨了学校与教育研究机构通过建立长期、稳定的专业支持关系
，促进学校校本教研不断深入发展的教研策略；大学课程中心与学校联合创建模式：主要探讨学校依
托大学课程中心的专业引领，促进专家与教师之间的互动交流的校本教研策略；城区学校联合模式：
主要探讨城区薄弱学校之间的联合校本教研以及基础不同学校之间的通过联合校本教研，实现优势互
补的行动策略；农村学校联片校本教研模式：主要探讨利用农村中心小学带动乡镇其他小学开展辐射
式教研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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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在教学设计上重形式、轻实效新一轮课程改革，无论在课程理念的更新，还是在课程实施
方面的要求都较以前历次课程改革的力度大、触及面广，然而，不少学校和教师对课程改革的内涵缺
乏深刻理解与全面把握，在某些方面出现了偏差。
　　在对新课程目标的理解上，一方面是混淆了课程目标与课堂教学目标的区别，常常把理想的课程
目标当成标签，机械地贴在课堂教学目标设计中，以致许多课堂教学常常缺乏学科特点，目标欠具体
，内容重点、难点不清楚；另一方面是人为地肢解课程三维目标，某些新课程实验课例把教学过程割
裂为实施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若干个阶段，把新课程目标的三个方面割裂
开来，看不到它们是紧密联系的有机整体、是需要统一在教学活动过程中同时实现的。
　　（四）在教学材料的把握上重现成资源、轻自我创造　　在对新课程内容结构的把握上，新课程
实施中出现了两种倾向：一方面是改革步子不大，拘泥于教材，过分偏重知识教学的情况依然存在；
另一方面是矫枉过正，出现了过多以学生活动取代知识学习的现象，如部分课堂教学削弱间接知识传
授的力度，把课程实施重点放在学生通过体验构建知识体系，把获得直接知识与接受人类发现、整理
的间接知识的过程人为地割裂开来；部分教师把教学内容的重点过多地偏向与学生兴趣和经验相联系
的生活内容，而忽视了学科内在的规律，把强调课程面向生活、教学联系现实与重视学科内容的基础
性对立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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