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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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网组编的《初中语文（2011年版义务教育课程标准解读）》采用教师喜闻乐
见的“锵锵3人行”的对话形式。
不仅有对义务教育阶段课标修订背景、修订理念、总体要求及最新进展等方面的宏观指导思想的解读
，也有对义务教育阶段课程内容、课程目标、实施建议等方面进行实用指导，同时还收集了丰富的教
学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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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专题一 整体解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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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阅读1：写作，在有意无意之间
 拓展阅读2：沥尽黄沙始见金
 拓展阅读3：作文批改：基于表现标准的评价与对话
专题二 整体解读（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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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拓展阅读1：走向个性化和语感型——新课标下的课堂阅读教学例说
 拓展阅读2：我的阅读教学主张
拓展阅读3：侧重展示阅读的过程与方法，强调个性化的体验与理解——对《语文课程标准》第四学
段文学作品阅读目标的认识
专题三 初中语文：古诗文阅读
 话题1 对中考试卷中古诗文考查的基本认识
 话题2 初中古诗文教学的基本定位
 话题3 明确在2011年版课程标准背景下，初中古诗文教学强调的重点问题
 课例展示：《岳阳楼记》
专题四 初中语文：现代文阅读
 话题1 从“课程性质”与“课程理念”的高度把握阅读教学
 话题2 解读第二部分“课程目标与内容——阅读”
 话题3 解读第三部分“实施建议——阅读”
 课例展示：《春望》
专题五 初中语文：作文教学——回到“真实的写作”
 话题1 目的与对象：写作与生活的真实关联
 话题2 文体思维：写作交往真实有效的策略
 话题3 全过程：写作生产的真实形态
 课例展示：《这就是我》与《献给母亲的歌》
专题六 初中语文：综合性学习
 话题1 “初中综合性学习”课程内容及课标要求
 话题2 “初中综合性学习”的教学实施
 话题3 “初中综合性学习”命题的呈现方式及应对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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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学生与学生的对话　　学生与学生的对话也是以文本为媒介而进行的。
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学生可以交流自己的见解或提出自己的疑问，可以评价别人的意见或与别人进
行争辩。
在这样的对话过程中，学生处于一个学习共同体中，互通有无，联手合作，共享成果，实现了真正意
义上的自主与合作。
　　（三）学生与文本的对话　　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多重对话关系中的核心。
在学生与文本对话的过程中，学生应该敞开自己的心扉，将自身的体验和理解融注到文本的表达之中
，进入到文本作者的内心世界，与文本作者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和融通。
初读课文时，要给予学生一定的时间进行自主阅读。
初读课文时，需要学生全身心地投入，因为文本是先于阅读而存在的一种凝固的物质形态，这种物质
形态只是一些线性排列、静止不动的文字符号，阅读主体必须积极主动地去辨认这些文字符号，再按
语义单位对它们进行分割组合并用发音器官顺畅地读出来，这才是初步完成了阅读。
在精读阶段，必须设法激活文本的全部话语因子，让它们代表作者与学生对话，进行心灵沟通与交流
。
在这个过程中，要着力引导学生站在自己的生活世界中，采用读、背、说、写、画、演、做等形式实
现与文本对话，与作者对话，让每一个学生都能感受到自主的尊严，感受到生命存在的价值，感受到
精神相遇的愉悦，感受到心灵成长的幸福。
　　（四）学生与教科书编者的对话　　教材的结构、课文的选择、课后的训练，无不体现着教科书
编者的眼力和智慧。
与教科书编者对话，过去都是教师的事情，课程标准这次修订提出并增加的“学生和教科书编者的对
话”，目的是让学生扩大阅读范围，能够从课文前后获取相关信息，把握单元主题，关注导读提示和
课后习题等，使语文学习更有针对性，能够更好地把课文的例子作用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
刚开始引导学生做这件事的时候，教师要有更多的耐心，从点滴做起，让学生在和文本对话的过程中
能够逐步学会关注单元主题、前后课文的联系、导读提示、课后习题等方面的因素，切实地与教科书
的编者进行有效对话，不断地提高对话的质量和阅读的效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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