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本教研制度创新>>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校本教研制度创新>>

13位ISBN编号：9787504138002

10位ISBN编号：7504138002

出版时间：2007-1

出版时间：教育科学

作者：胡庆芳,陈向青,等

页数：16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校本教研制度创新>>

内容概要

在新课程全面推进的过程中，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把教研制度建设和考试评价制度改革确立为顺利推行
新课程的两大重要支撑。
全国创建以校为本教研制度建设的各个基地进行了有效的、各具特色的教研制度探索与创新，积极保
障和促进了校本教研工作的有效开展，推动了学校特色和教师专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有的基地在教研制度探索与建设的过程中，也遭遇了不同程度的局限和制约，有的基地区
县和学校还陷入了一些认识和实践的误区。
本书以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84个基地区县进行校本教研制度建设的现状分析为基础，以新课
程改革背景下新旧教研制度的比较为视角，深入探讨校本教研制度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与功能，客观
诠释校本教研制度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成就、问题与矛盾、路径与误区，尝试审视校本教研制度建设
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并以“特写镜头”的方式细节展示一些基地区县和学校在教研制度建设过程中的
探索与思考、特色与亮点。
    本书以全国30个省、自治区和直辖市84个基地区县进行校本教研制度建设的现状分析为基础，以新
课程改革背景下新旧教研制度的比较为视角，深入探讨校本教研制度的内涵与特征、要素与功能，客
观诠释校本教研制度建设过程中的经验与成就、问题与矛盾、路径与误区，尝试审视校本教研制度建
设过程中的文化建设，并以“特写镜头”的方式细节展示一些基地区县和学校在教研制度建设过程中
的探索与思考、特色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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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校本教研制度的审视与解读　　第一节　校本教研制度的内涵与特征　　在新课程广泛
推进背景下建立起来的校本教研，在以下五个方面给予了着重的强调，同时得到了务实的体现。
①以新课程实施中的具体问题为研究对象。
这就要求教研工作必须重心下移，深入到学校工作中去，自下而上地发现新情况、研究新问题、设计
新措施。
②以学校为基地，以教师为主体。
校本教研必须坚持“一切为了学校的整体发展”、“一切基于学校的现实情况”、和“一切在学校日
常的正常运转过程中进行”的原则。
校本教研的主体应该是、而且只能是每一位教师组成的群体。
③以实践和反思为主要研究形式。
校本教研采取的研究方法是行动研究的方法。
这里提到的实践既包括教学行动，也包括教研行动。
实践表明，反思是行动研究最有效的方式和最基本的环节。
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说，教师的专业发展必然要经历建立在实践经验基础上的反思过程。
④以教研员和本校学科带头人为核心的专业引领成为重要的支持与支撑。
校本教研只有加强专业教研人员的引领、参与和指导，才能避免同水平的重复和低层次的徘徊。
⑤以系列化的相应制度为保障，建立健全包括教育行政部门管理制度、教研部门指导制度和学校组织
开展校本教研的制度在内的体系，推进上下联动、系统运作的制度创新。
　　校本教研在以上方面的突出强调和追求，决定了校本教研制度也必然要带上鲜明的时代特征以及
被赋予深刻的内涵。
概括起来，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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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解读校本教研制度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展现校本教研制度建设的经验与亮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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