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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教育部于2001年6月颁布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当年秋季在全国实行基础教育新
的课程体系。
不同学科的《新课程标准》取代原有的《教学大纲》同时实施，不同版本的学科实验教材也相继进入
实验阶段。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领导、广大教研工作者、一线教师以百倍的热情投身到这一场基础教育领域
深刻的变革中。
新的课程理念、新的教材体系、新的评价体系冲击了中国教育固有的传统观念，课程改革对广大教育
工作者提出了更高更新的要求。
　　今年是一个吉祥的奥运年，也是我国及我省高中学段的新课程改革承上启下、以点带面地施行学
科《新课程标准》并使用新教材的年份。
包括我省在内的全国大部分省市在总结实验区课程改革经验和共享资源的基础上，正式启动普及层次
的课改程序。
各级教育行政管理机构及业务研究部门应致力于奠定新课程改革的基础，不断提高广大教育工作者对
课程改革重大意义的认识，增强积极推进课程改革的责任感；创造有利于课程改革顺利开展的前提条
件，坚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用素质教育的观念来理解和指导新课程改革；把握课程改革的关键，加
强师资队伍建设，指导教师调整知识结构，展开围绕新课程改革主题的系统教研，把课程改革与教师
发展紧密结合；营造和谐的与课改相适应的社会环境，强化对课改的宣传力度，集合社会多种力量来
支持和参与课改。
在依靠中学广大一线教师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师范院校、教研机构内的教授、专家和专业研究者的特
殊作用，为课程改革工作的顺利开展提供重要的支持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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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语文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研究》探讨语文教学”低效”、“有效”、“高效”诸问题。
全书共十七讲。
第一讲，检讨中学语文教学的现状，分析“低效”教学的诸多方面：第二讲，反思中学语文教学“低
效”的原因：第三讲，探讨中学语文的“有效教学”，同时介绍巴班斯基的“教学过程最优化”；从
第四讲到第六讲。
分别阐释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新背帚、新理念、中学语文课堂评价和教学管理新变化，这”三新”
是论述“高效创新教学”的基础：第七讲，高效创新教学意义的一般解读：从第八讲到第十二讲，探
讨中学语文“高效创新教学”，分别是构建语文生态课堂、让语文课堂更加充实丰满、网络与作文教
学、训练与语文教学、教学资源的有效整合等：第十三讲，论述中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化发展：第十四
讲，以人教版教材为例，系统介绍按新课程理念编写的高中语文新教材：第十五讲，用20多个生动的
课堂教学实例。
简略展开教学过程。
评析教学的得失：第十六讲，系统论述新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选修课程”；第十七讲，介绍美国及
香港的中学语文教学；附录部分，录两篇文章。
从另一个角度反观作文教学的诸多问题。
　　《高中语文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研究》试图从剖析语文教学的低效入手。
找出走出低效的路径，实践有效的语文教学。
引导真实的读书生活，并在此基础上，走向语文教学的高效创新。

Page 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高中语文新课程高效创新教学研究>>

作者简介

　　史绍典，湖北天门人，湖北省教学研究室特级教师。
湖北省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专家指导小组成员、办公室主任，湖北省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定委员，
教育部中南高校师资培训中心（华中师大）国家级培训导师，湖北省高校师资培训中心（湖北大学）
省级培训主讲专家，武汉市中学师资培训中心（江汉大学）特聘教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兼职教授，
华中师大文学院、湖北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导师，全国课程标准实验教材培训团专家，国家基础教
育课程改革项目成员，教育部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心“语文新课程推进项目组”核心成员。
系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湖北省学习研究会会长；湖北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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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从事中小学语文教育教学研究，发表语文教育教学论文数百篇。
主要著作《高中课程教材教法改革趋势》（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高中研究性学习实施指南
》（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语文永远是语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交流沟通对
话》（开明出版社，2005年）、《高中课程方案教师读本》（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听
老典说语文》（湖北人民出版社，2007年），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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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这里讲教师两个倾听的例子：　　夏瑜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从文中可以获得一些有关夏瑜的什么
样的信息？
　　学生认真地讨论了老师提出的这个问题。
一个学生说：夏瑜是一个“民主派人士”、是一个革命者。
“民主派人士”，这是当下一个很带有点蛊惑性的概念，西方、港澳以及内地的一些人喜欢用，或作
自我标榜。
学生显然并不明确这个概念在现今的内涵，他可能是从辛亥革命的民主主义革命的性质这一点上，读
出了夏瑜的“民主”。
而夏瑜的民主与所谓“民主派人士”，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概念，绝不可混谈！
老师在倾听学生的发言中，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
教师指出，“啊，你是想说，夏瑜是一个具有民主意识的革命者”。
很巧妙地纠正了学生发言中的问题。
“你是想说”，即是说，你说出来的（表达出来的）与你想说的（想要表达的）并不一致。
这既是对学生“民主派人士”一说的委婉否定，同时隐含着对学生错误的纠正。
这是高超的点拨艺术。
一味地为学生的讲话、发言叫好，并多溢美之词，是当今课堂上常见的。
　　还是在讨论文中人物对夏瑜态度的时候，一个学生谈到另一位在《药》里没有出场的人物，学生
称之为“义哥”。
教师笑着问，这里我们该叫他“义哥”吗？
文中的这位“义哥”，有几个“名字”：红眼睛阿义、红眼睛、义哥、阿义等，都是一个人。
但我们的学生应该怎么叫他，是有讲究的。
几个名字，有着明显的感情色彩，“义哥”、“阿义”，是敬称、昵称；“红眼睛阿义”、“红眼睛
”，是相貌特征、外号。
因此，学生只可呼之为“红眼睛阿义”或“红眼睛”，而断不可叫他为“义哥”或“阿义”。
教师这种在对话中倾听，在倾听中纠正，在纠正中引导，体现出了教育的智慧与机智。
　　这堂课的教学，诵读也是一大特色，集中表现在对《药》第三部分的研读上。
　　第三部分是《药》的一场重头戏，文中各色人物在茶馆纷纷登场、亮相，解读这些人物，是解读
文本、领悟文本价值的关键；进入文本、走进文本中的人物，揣摩人物的语言又是关键。
　　教师首先布置了学生的“自由朗读”，把握基调。
在此基础上，教师对这一部分做了分角色朗读的处理。
“分角色”，是让学生进人到文中的角色里，与文中人物对话；并让自己成为文中的一个角色。
这是一个揣摩、体验、感悟、分享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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