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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自2001年起，我国实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改革力度最大的课程改革。
为了着眼于建立有中国特色、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基础教育课程体系，研究制定基础教育各学科课程
标准是其中的核心内容。
由此，2001年印发的义务教育各学科课程标准（实验稿），在十年的改革实践中，极大地促进了教育
工作者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大范围引导了教学改革和人才培养方式转变，得到中小学教师的广泛认
同。
但随着改革的深入推进，也发现许多需要进一步提高与完善的地方，如有些学科容量偏多，难度偏大
；有些学科具体内容体现循序渐进的梯度不够；相关学科、学段间的衔接有待加强等。
这表明课程标准有待修改完善。
与此同时，201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
明确提出与时俱进，推进课程改革的任务要求。
基于上述背景，教育部委托基础教育课程教材专家工作委员会组织开展了此次义务教育课程标准的修
订与审议工作，并于2011年底完成此次修订工作。
　　此次课标的修订，主要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展开：　　一为“德育”。
义务教育的三维目标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其中，学生可以从课堂上了解知识与技能，在学习中体会过程与方法，但是作为三维目标的最高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往往被老师所忽视。
“新课标”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不仅在篇幅上超出以前，而且也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一
是各学科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修订的指导思想，结合学科内容进行了有机
渗透。
二是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如语文课程专设了书法课，数学课程建议将《九章算术》列为教材内容，历史课程增加了传统戏剧等
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三是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教育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根据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在原有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中更加突
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的内涵。
四是强化了法制教育的内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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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此次课标的修订，主要围绕着三个关键词展开：
一为“德育”。
义务教育的三维目标是“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
其中，学生可以从课堂上了解知识与技能，在学习中体会过程与方法，但是作为三维目标的最高目标
，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往往被老师所忽视。

“新课标”在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不仅在篇幅上超出以前，而且也提出了许多具体要求：一
是各学科把落实科学发展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修订的指导思想，结合学科内容进行了有机
渗透。
二是进一步突出了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教育。
如语文课程专设了书法课，数学课程建议将《九章算术》列为教材内容，历史课程增加了传统戏剧等
反映我国传统文化的内容。
三是进一步增强了民族团结教育的针对性和时代性。
根据我国多民族的基本国情，按照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总体要求，在原有民族团结教育内容中更加突
出了“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共同发展”的内涵。
四是强化了法制教育的内容。

 二为“创新”。
我国基础教育有重视“双基”
(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传统，但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培养比较薄弱。
为此，修订后的课程标准渗透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调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特别是提出培养
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一是进一步丰富了能力培养的基本内涵；二是进一步明
确了能力培养的基本要求；三是理科课程强化了实验要求。
此次新修订的课标几乎都要求老师在教学中“重视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培养学生的学
习兴趣，增加学习主动性的教育理念始终贯穿于整个“新课标”。
“新课标特别提出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学习能力和动手实践能力，与高中课程标准形成更好衔接，
有利于老师们更为系统地开展教学。
”
 三为“减负”。
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课业负担过重，
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此次重新修订的“新课标”，将从多个方面为学生减负。
修订后的“新课标”，在课程容量控制上，大部分学科对授课内容进行了精选，减少了学科内容条目
。
在课程难度控制上，有些学科直接删去了过难的内容；有些学科则降低了对部分知识点的学习要求；
有的学科对难度较大又不宜删除的内容，
以“选学”方式处理；还有些学科按照学生的认知特点，适当调整了不同学段的课程难度。

为了帮助广大一线教师理解新修订的课程标准的实质内涵，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组织国内知名
课程专家、学者、学科教研员和一线优秀教师，针对新修订的课程标准进行解读。
为了体现对课程标准解读的专业性、可读性和应用性，本丛书采用教师喜闻乐见的“锵锵3人行”的
对话形式。
这三人是他们所对话学科的前沿人物，代表三个领域：一位是负责该学科课程标准制定(或修订)的专
家，主要从理论层面解读课标的修订内容；另一位是来自基层学校的优秀教师，主要从教学层面解读
课程标准的修订在实际教学中的应用；第三位是知名的学科教研员，他起着将理论与教学联系起来的
作用，解读理论如何在具体教学中的渗透与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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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整体解读(一)一一识字写字、写作、综合性学习
 话题1 识字、写字教学
 话题2 写作教学
 话题3 语文综合性学习
专题二 整体解读(二)一一阅读教学的目标、建议、评价
 话题1 强调阅读教学是多重对话
 话题2 对阅读教学理念的一些新表述
 话题3 课程标准关于阅读教学和评价的几点建议
专题三 小学语文：字词教学
 话题1 2011版《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识字写字部分跟实验稿的区别
 话题2 对课标的进一步阐释
 话题3 识字教学案例分析
 话题4 识字教学方法
 课例展示：《老树的故事》同课异构教学课例
专题四 小学语文：阅读教学
 话题1 新课标精神下，小学语文阅读教学目标、内容
 话题2 修订后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在阅读教学和评价等方面的调整
 话题3 新课标精神下，小学阅读教学具体教学策略
 课例展示：《搭石》(第二课时) 同课异构教学课例
专题五 小学语文：习作教学
 话题1 如何理解新课标修订稿
 话题2 怎样在小学语文习作教学中落实新课标修订稿
 课例展示：《学写“具体句”》和《如何围绕“我爱读书
　写一段话》教学课例
专题六 小学语文：课程资源开发
 话题1 新课程标准中的课程资源开发要求
 话题2 我们对课程资源开发的本质理解
 话题3 课程资源开发对教师专业成长的意义
 话题4 我们对课程资源开发内容的基本理解
 话题5 开发课程资源需要注意的问题
 课例展示：《美丽的丹顶鹤》和《识字5》教学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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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教师的启发引导　　教师是学生进行个性化阅读的导师。
这就意味着教师要积极为学生营造一种宽松和谐的个性化阅读的氛围，激发学生阅读的兴趣，教给学
生阅读的方法，把“启发”“点拨”“引导”“激励”，留给自己，把“阅读”“理解”“领会”“
体味”“品味”“感悟”，还给学生，切实地让学生展开阅读实践活动，让学生通过自己的“潜心会
文”，“切己体察”，把握文本的蕴蓄，得到思想的启迪、情感的熏陶和智慧的引领，从而有效地避
免“以教师的分析来代替学生的阅读实践”，“以模式化的解读来代替学生的体验和思考”。
　　个性化阅读，不是放任自流、让学生远离文本过度发挥，而是建立在正确地理解课文的基础之上
的。
这就要求教师要在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文本的基础上，精于预设，巧于生成，及时捕捉，巧妙引导，对
学生的正确而又独到的观点，能够恰如其分地给予肯定、褒奖，对那些有失偏颇的看法，能够适时巧
妙地进行指点、修正。
比如，一位教师在教学《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的时候，有位学生说：“彭德怀在红军断粮的情况
下，不应该把战功赫赫的大黑骡子与六匹牲口相提并论，一块儿杀掉。
彭总杀掉他心爱的大黑骡子来给战士们充饥，是一种错误的举动，是忘恩负义，是对大黑骡子的不公
平待遇。
”这位教师听了之后，毫不犹豫地大加赞赏道：“你的见解很有一番见地！
”这种有悖于文本价值取向的观点居然得到了教师的肯定与赞扬，怎能不令人诧异和忧虑？
其实，个性化阅读，应在尊重文本价值取向的基础上进行，做到在尊重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的同时，勿忘正确地理解课文是阅读教学之根本；在尊重文本价值取向的同时，勿忘学生的个性差异
和主观体验，鼓励多角度、有创意的阅读理解，注重培养学生感受、理解、欣赏、评价的能力。
　　3.伙伴的沟通合作　　个性化阅读并不排斥合作学习。
课程标准在修订时特意强调：“要善于通过合作学习解决阅读中的问题，但也要防止用集体讨论来代
替个人阅读。
”其意旨就在于此。
其实，学生与伙伴之间的相互切磋，沟通交流，会互相启发，形成一种“对话场效应”，有效地解决
阅读中的问题，有利于帮助学生转变学习的方式。
因而，在教学中，教师要注意适时地为学生与伙伴之间对话提供便利的条件，让学生能够敞开心扉地
与伙伴交流、分享自己的阅读收获。
但这种对话的活动必须建立在学生自主阅读的基础之上，因为只有这样，学生才有了与伙伴进行充分
对话的资本，从而有效地避免“用集体讨论来代替个人阅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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