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走进名师课堂>>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走进名师课堂>>

13位ISBN编号：9787209045049

10位ISBN编号：720904504X

出版时间：2008-7

出版时间：山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赵春凤  主编

页数：346

字数：39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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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名师课堂>>

前言

　　经过紧张的工作，作为汇集了山东省部分名师教育教学智慧的结晶——“齐鲁名师课堂书系”《
走进名师课堂》丛书，现在终于和大家见面了。
作为参与组织、主编本套丛书的成员，回首编撰历程，颇有感慨，在此，把我们的一些想法与大家做
一交流。
　　课堂究竟是什么？
它仅仅是一个知识单一传输的场所，还是更应当成为促进学生的智慧、情感、人格、教养等生命品质
全面发展的舞台？
它关注的仅仅是学生功利性（如各种考试分数）的当下，还是更应当关注为其长远人生的可持续性发
展而奠基　　这，确实是值得每一位教师都应当认真思考的一个具有根本性的命题。
　　的确，辞书上是有这样的界定：课堂是教学活动存在的场所。
但是，这些“教学活动”是单纯以功利性的应考为取向，还是以促进学生生命的长远发展为取向？
在我们看来，这才应当是区分孰为真正的“优质教学”，孰为浮躁的“功利教学”的分界点。
　　其实，可能我们都认同这样一个观点：教育是一项直面生命的事业，所以它必然应当以提升人的
生命价值，促进人的生命获得可持续性全面发展为本。
也正是从这个角度来考量，我们主张应当把课堂定位为人的“生命发展场”。
在这里，人（主要是学生，当然也包括教师）的生命素质、生命质量和生命境界理应得到持续不断的
超越与升华。
换言之，也就是要力图在这样的课堂上，至少把“以符号为主要载体的书本知识重新‘激活’，实现
三方面的沟通：书本知识与人类生活世界沟通，与学生经验世界、成长需要沟通，与发现、发展知识
的人和历史沟通。
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使知识恢复到鲜活的状态，与人的生命、生活重新息息相关，使它呈现出生命
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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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旨在展示新课程背景下“齐鲁名师建设工程”入选的课堂教学改革探索成就，根据不同学段
、学科的特点，各卷采取“新课程理念——名师对于该理念的理解与把握——该理念指导下的名师的
真实课堂教学设计与反思”的编写思路，以此来比较全面地展示他们如何把握新课程的理念并落实在
课堂实践中，展示他们如何理解、把握和处理本学科新课程教学的难点和热点问题。
     另外，在本书中，作者还具体通过“名师视点”、“精彩课堂”和“深度对话”等几个栏目来展开
的。
其中，“名师视点”主要阐述了编者对于各部分教学内容的理解和对教学策略的思考；“精彩课堂”
选择的是这些教师们的个性化教学设计和实施过程的个案展示；“深度对话”则是各学科教育教学研
究专家、学者就这批教师的课堂设计，站在专业理论的高度，与这些教师所进行的推心置腹的专业对
话，是对我们中小学教师的教学实践、教学探索的一种专业引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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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一　诗歌教学　　名师视点　　诗歌这一人类思维的精灵，以其言约义丰，韵律优美，意境
深远，成为文学百花园中一株瑰丽的奇葩!　　在初中语文教材中，人选的诗歌就有上百首，在整个阅
读教学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教材之所以人选大量的诗歌，一方面是体现课程标准对诵读与积累的要求，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
是诗歌有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凝练的语言中包含浓厚的情，简单的物象中包含多彩的画，明快的节
奏中蕴含别样的韵。
读诗不仅可以唤醒灵性，启迪智慧，陶冶情操，更可以激发诗意，培养诗趣，提升文学素养。
　　对于现代诗歌教学，《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以下简称《课标》）强调“以积累、体验、培
养语感”为目标；而对于古典诗词提出了更为明确的要求“诵读古代诗词，有意识地在积累、感悟和
运用中，提高自己的欣赏品味和审美情趣”。
不论是现代诗还是古体诗，“诵读”是诗歌教学的总法门。
而“诵读”的落脚点应该是“积累”“体验”“感悟”和“运用”。
而“积累”，我们的关注点应该落实在“背诵”中；“体验”，我们的关注点应该落实在体味作品的
“情感”中；“感悟”，我们的关注点应该落实在再现“诗境”中；“运用”，我们的关注点应该落
实在提供舞台开展朗诵活动或“读写一体化”活动中。
　　对于初中教师来讲，诗歌教学是一个有一定难度的课题。
因为诗歌教学需要很厚实的文学素养和品析、鉴赏能力，也需要很高的教学艺术。
而对于初中学生来说，虽然在小学背诵过一些诗，但这种背诵主要以“囫囵吞枣”式记忆为主，至于
对诗歌的了解还浮于表面。
如对诗的音律之美，情感之美，绘画之美，虽然有了一些朦胧的认识，但尚未升华为对诗歌的理解、
体验、感悟、运用的层面。
　　鉴于以上原因，诗歌教学便出现了两种不良现象：一是重视直接告知，淡化个性化感受、领悟。
翻阅学生的笔记写满了诗歌思想内涵及艺术特点的分析、摘抄，但细细读来，这些内容大都是教师直
接告知的。
这种“以讲代悟”急于求成的教法，容易抑制思维，泯灭灵性。
二是重视机械背诵，淡化诵读体验。
有的教师教授诗歌常“以背诵、默写替代诵读”，忽略了学生对文本的感受、体验与领悟，使诗歌教
学变成了一种沉重的“记忆负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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