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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在中国，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源远流长。
1896年，盛宣怀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内设师范院培养各级教师，拉开了中国师范教育的序幕。
1902年，张骞创办通州师范学校，中国出现了培养近代小学师资的师范学校。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逐步建立起三级师范的教师培养体制，即由中等师范学校培养小学师资，高等
师范专科学校培养初中师资，师范大学培养高中师资。
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这一体制适应了中国经济、社会和国民教育发展的现实，中等师范学校成
为我国师范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培养了大批合格的小学师资。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师范教育的社会背景正在逐步发生变化。
一方面，教师专业化形成强劲的世界性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教师教育理念和制度的创新，许多国家和
地区对小学教师的学历要求越来越高，小学教师培养早已突破中等师范教育的范畴，进入高等教育领
域；另一方面，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和社会进入快速发展的新阶段，特别是东南沿海地区和一些中心
城市，逐步形成了对高学历小学教师的现实社会需求，开始了对高学历小学教师培养的实践探索。
1984年，江苏南通师范学校招收初中毕业生，学制五年，培养大专层次的小学教师，是这一探索的起
点。
1985年，上海建立了全国第一所培养专科程度小学师资的上海师范高等专科学校，为上海地区培养高
学历的小学师资。
1998年，南京师范大学晓庄学院、杭州师范学院教育系开始了培养本科学历小学教师的探索。
1999年，上海师范大学、南京师范大学、杭州师范学院和东北师范大学先期被教育部批准开设本科小
学教育专业，表明小学教育专业已被正式纳入我国高等教育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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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努力突破同类教材以理论知识为主导的倾向，引导学生通过课堂实例加深对教学原理的认识，
让学生沉浸在教学情境中进行体验式学习。
一是依据未来教师进入课堂教学的需要精选教学内容，让学生在有限的教学时间里大致了解语文课程
与教学；二是密切理论和实践的联系，通过典型案例研读加深学生对教学原理的认识，引领学生在实
践中提高教学技能；三是设计开放性的教学内容，关注语文教学改革最新动向，提供大量文献篇目，
让教材成为学生实现自我发展的资源；四是精心编制学习目标、教学建议和作业练习，以提高学生的
实际教学能力和研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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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老师在第一次使用这种方法时，一定要注意给学生讲清楚这种方式的内涵以及如何使用这种方式
。
这个案例之所以没有达到预想的合作教学效果，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老师根本没有跟学生讲清楚该
怎么采用合作学习。
老师只是很概念化地提出自主、合作的方式，合作学习的步骤是什么，该怎样分工，怎么评价，学生
都不清楚。
因此，老师在第一次使用这种学习方式的时候，不妨指导得具体些，等学生掌握了这种学习方式的操
作步骤，养成了合作的习惯，形成了合作的能力后，老师再放手，也未尝不可。
　　第二，需要对合作学习的内容进行筛选。
虽然课程标准倡导合作学习，但并不是要求课课必合作，对所有的学习内容都采取合作的形式。
对于有些学生能够单独完成的，比如案例中的“学会课文中的生字、新词，有感情地朗读和背诵课文
”等，就没有必要让学生去进行合作。
一般来说，适合合作学习的内容有三种：一是复杂的学习内容。
语文课的学习内容多有模糊性、多解读性的特点，学生在单独解读某个问题时可能只获得某个方面的
理解，需要大家共同的努力，才能获得对问题完整的认识。
二是开放性的内容。
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结论不同的内容，学生通过合作探讨，互相启发，能够发散思维，同时对于问
题的认识更加全面。
三是彼此相对独立，合起来又是个整体的内容。
　　第三，把握合作学习的时机。
一般说来，开展合作学习应当把握这样几个时机：一是当学生在自主学习的基础上产生了合作学习的
愿望的时候；二是当一定数量的学生在学习上遇到疑难问题，通过个人努力无法解决的时候；三是当
需要把学生的自主学习引向深入的时候；四是当学生的思路不开阔，需要相互启发的时候；五是当学
生的意见出现较大分歧，需要共同探讨的时候；六是当学习任务较大，需要分工协作的时候。
　　第四，合作学习要做到目标明确、责任到人。
学习方式是为学习目的服务的，要清楚为什么要采取合作，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
不是为了合作而合作，那只是徒走形式。
每个合作小组要明确自己小组的目标。
为了避免“搭便车现象”的发生，要求小组内部责任到人，这样才能避免有些同学积极参与，有些同
学却无所事事。
　　第五，合作结束，小组展示过后，要有总结和评价。
总结可由老师来做，也可以由学生来做。
如果是由学生来做的话，教师要教给学生评价的方法，也就是要从哪些角度对学生的合作学习成果进
行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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