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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智慧型教师就是具有较高教育智慧水平的教师。
智慧型教师的教育智慧是教育科学与艺术高度融合的产物，是教师在探求教育教学规律基础上长期实
践、感悟、反思的结果，也是教师教育理念、知识学养、情感与价值观、教育机智、教学风格等多方
面素质高度个性化的综合体现。
智慧型教师与研究型教师有诸多共同之处，如都执著于教育规律的探索、现实问题的研究，对理论学
习抱有很高的热情，将研究视为重要的成长基础等。
但从二者的内涵和目标指向来看，智慧型教师具有更丰富的内涵和更高的目标指向，它对现代教师的
成长提出了更全面的要求和更高的发展境界——在实践与理论的紧密结合中全面提升自身的教育智慧
水平。
　　需要指出的是，近年来我们一直提倡教师向研究型发展，总体效果是好的，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
值得注意的问题。
一是改革中存在着功利性的倾向，研究型教师在很多情况下已被当成一个标签，研究是目的还是手段
这一问题被颠倒了，出现了大量为研究而研究的情况。
实际上，研究恰恰是教师智慧生成的重要途径和手段，不能把研究作为目的，研究永远是一种手段，
是教师成长的一种途径。
一旦把研究本身作为目的，研究就变味儿了。
二是一些教师特别是一些青年教师，在重视理论修养，往研究型方向发展的同时，又出现了另外一种
倾向，那就是对实践的忽视。
所以，我们试图以“智慧型教师”这样一个概念来对教师专业发展方向进行新的概括，以便对教师专
业成长的内涵理解得更为全面。
教育智慧是教师教育理念、知识学养、情感与价值观、教育机智、教学风格等多方面素质的综合体现
，具有更广泛、丰富的涵义。
以智慧型教师作为对教师的整体境界、专业发展的总要求，将从客观上对教师的理论素养和综合实践
素质提出更加全面的要求。
提倡做智慧型教师，一定程度上会使教师的专业发展更为协调、完整和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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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立足教师教学科研的特点、面向教师教学科研的实际需要，对教师教学科研中的实践与应用逐步
展开探讨，内容包括：学业成绩差异研究、心理健康教育研究、课堂教学环境研究、课堂教学组织形
式研究、班级规范研究、学生群体及群体行为研究、学生弱势群体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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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至此，我们的意思已经很明确，作业不应该是学生负担过重的替罪羊。
如同过去有人把考试作为应试教育的替罪羊一样，现在也有人把作业作为学生负担过重的替罪羊，甚
至于提出取消作业的主张。
这是一种相当危险的说法。
我们认为，作业是教师教学的一个重要环节，是学生培养良好学习习惯的一个重要手段。
适当数量和适当形式的作业在学生发展的任何阶段都是需要的。
关键在于如何理解“适当”两个字。
我们要从适当数量和适当形式这两个方面理解问题的实质。
　　1.1.2.3 作业习惯与终身学习　　国外的研究表明，小学生作业习惯的培养对其在中学乃至于大学
的继续学习、终身学习，有着很大的影响。
　　美国学者哈里斯·库帕做了多个实验。
先是比较两组学生的成绩，其中一组学生有家庭作业，而另一组学生既没有家庭作业，也没有任何其
他替代性的作业任务。
后来又有针对性地对各年级家庭作业的功效作了比较：由三位理想教师同时教六个各有25人的班，每
个学生在另一同年级班里都有一名对应者。
这三位教师用完全一致的方法给这六个班（高中、初中、小学各两个班）上了为期10周的一个单元内
容。
其中三个班每周有三次，每次半小时的家庭作业。
　　结果教高中的教师发现有家庭作业的那班学生的成绩要平均超出无家庭作业那班的学生的69％。
而初中无家庭作业的一班的平均分只降低10％。
而在小学两个班中，家庭作业的有无未使学生产生任何差别，也就是说对小学生而言，家庭作业对其
学业成绩的影响是微不足道的。
　　哈里斯·库帕由此得出结论：学校必须进一步明确作业的时间要求，对各个年级段的作业效果要
有不同的认识。
小学的家庭作业要做到量少题易，涉及日常生活中熟悉的事物，使他们获得成功的体验。
初中阶段的家庭作业在学生学业方面的功能已比较明显，然而不应夸大它发展学习动机的作用，应提
倡一种融合学生自觉意愿的家庭作业。
高中教师可以把家庭当作课堂的继续，练习、复习学生学过的课程，预习接下去要学的课程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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