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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随着高中新课程改革的深入和扩大，高中教师迫切需要从新课标理念的灌输向具体的教学指导转变。
本套书正是根据这一转变，遵循“教师在教学中需要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的原则，设有课标解读
、教学导航、背景扫描、精彩片段、探索研究、好题推荐及课例展示等7个栏目，突破了传统意义上
的教学参考书，成为一种教学资源的汇编和教育方式方法的指引。
    本套书按照《课程标准》设定的“内容模块”编写，既打破了新课标各个版本教材的限制，又综合
了各个版本教材的内容，做到通用且好用。
本书的编写建构在实施新课程的教学和教研基础之上，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由来自广东、江苏、
福建等早期进入高中新课程实验省份的各个相关学科的优秀教师完成。
    本套书共有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生物与思想政治等9种，可供高中各科教
师使用，是高中教师必备的教学参考用书，也可作为高中新课程教师培训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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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新课标背景下的写作教学　　课标解读　　作文的重要性，勿用待言。
古人云：“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
”（曹丕：《典论·论文》）在国外的教育观史上，“写”、“读”、“算”被称作“三基”，即学
生所应具备的三种最基础的知识和最基本的技能。
美国写作学者认为：“思考是一种基本需要”，“而写作也是一种需要，是社会和职业需要的一种有
力的技能。
”（唐纳德·麦奎德、罗伯特·阿特温：《写作中的思维训练》，原著序言）作文水平的高低是衡量
语文教学质量的重要尺度，是学生语文素养的集中的、综合的表现。
《语文课程标准》为我们确立了作文教学的新理念和新目标，审视并解析这些新观念，可以让我们对
知识经济时代的作文教学获得一个较为清晰的认识和把握：　　课程目标：1.学会多角度地观察生活
，丰富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对自然、社会和人生有自己的感受和思考；2.能考虑不同的目的要求，
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达真情实感，培育科学理性精神；3.书面表达要观点明确，内容充
实，感情真实健康；思路清晰连贯，能围绕中心选取材料，合理安排结构。
在表达实践中发展形象思维和逻辑思维，发展创造性思维；4.力求有个性、有创意的表达，根据个人
特长和兴趣自主写作。
在生活和学习中多方面地积累素材，多想多写，做到有感而发；5.进一步提高记叙、说明、描写、议
论、抒情等基本表达能力，并努力学习综合运用多种表达方式，能调动自己的语言积累，推敲、锤炼
语言，表达力求准确、鲜明、生动；6.能独立修改自己的文章，结合所学语文知识，多写多改，养成
切磋交流的习惯。
乐于相互展示和评价写作成果。
45分钟能写600字左右的文章；课外练笔不少于2万字。
　　实施建议：写作是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书面表达和交流的重要方式，是认识世界、认识自我、进行
创造性表述的过程。
写作教学应着重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想像能力和表达能力，重视发展学生的思维能力，发展创造性
思维。
鼓励学生自由地表达、有个性地表达、有创意地表达，尽可能减少对写作的束缚，为学生提供广阔的
写作空间。
在写作教学中，教师应鼓励学生积极参与生活，体验人生，关注社会热点，激发写作欲望。
引导学生表达真情实感，不说假话、空话、套话、避免为文造情。
指导学生根据写作需要搜集素材，可以采用走访、考察、座谈、问卷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图书
、报刊、文件、网络、音像等途径获得有用信息。
应鼓励学生将自己或同学的文章加以整理，按照要求进行加工，汇编成册，回顾和交流学习成果。
还可采用现代信息技术演示自己的文稿，学习用计算机进行文稿编辑、版面设计，用电子邮件进行交
流。
　　《语文课程标准》写作目标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提出要求：　　1.把更大的自由让给学生　　学
生积极的情感态度，将为写作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保障。
写作实际是一种应用，包括运用书面文字表达自己想说的话、用书面语言与外界交流和沟通。
一旦达到这个目标，学生就会把写作当成一种精神活动、一种愉快的需要而乐此不疲。
　　《课程标准》对高中作文教学有这样的要求：“提倡自由作文，根据个人特长和兴趣写作，力求
有个性、有创意地表达。
”这句话的意思是：努力使学生成为写作的主人，把更大的自由让给学生。
　　2.强调联系学生经验，培养公民意识　　“考虑不同的要求，以负责的态度陈述自己的看法，表
达真情实感，培养科学性精神。
”这样的要求，最终目标就是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使他们从学生时代开始逐步提高适应未来社会生
活的能力，如独立思考、真实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及个性化写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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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突出多写多练　　多写多练是锤炼思维、积累写作素材、提高语言文字运用能力的有效手段。
《课程标准》提出“课外练笔不少于2万字”。
量的积累会引起质的飞跃，有些教师布置学生写随笔、写日记，这不仅提高了写作能力，而且养成了
良好的写作习惯。
　　4.强调学生在交流与合作中提高写作水平　　《课程标准》提出“养成切磋交流的习惯，乐于相
互展示和评价写作成果。
”同学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提高学生对自己作文的评价能力，并能形成有效的资源共享，在共
享过程中培养合作精神。
　　5.注重在实践运用中提高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　　《语文课程标准》很少在写作方法方面进行指
导，而注重于学生的写作实践，如“指导学生根据写作需要搜集素材，可以采用走访、考察、座谈、
问卷等方式进行社会调查，通过图书、报刊、文件、网络、音像等途径获得有用信息。
”在运用中学习写作、提高写作水平是最有效的训练方法。
　　6.特别强调思维能力的发展　　学生写作能力不高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和思维两个方面存在问题
，这两方面的问题解决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
《语文课程标准》提出“在发展语言能力的同时，发展思维能力”，“在表达实践中，发展形象思维
和逻辑思维，发展创造性思维”。
　　（余文森，郑金洲，《新课程语文教与学》，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教学导航　　新课程
把学生作为写作的主体，关注每一个学生的发展，即关注学生的情绪生活和情感体验，关注学生的道
德生活和人格养成，确立“以人为本”为新课程的核心理念，它摒弃作文教学的陈旧和繁难，反对作
文教学的单一和封闭；它提倡说真话，强调抒真情，尊重个性，激励创新；希望写作成为学生生活的
习惯和必需。
　　一、写作教学要教学生热爱生活，观察生活，诱发他们的写作兴趣 ，　　学生积极的情感态度，
将为写作的有效实施提供有力保障，新课程的写作策略对培养学生的写作兴趣和自信心给予了高度的
重视。
　　目前，由于受应试教育的影响，我们的作文教学还存在种种弊端。
例如：重“流”轻“源”，只着重技能技巧的训练，而忽略引导学生重视写作之本——生活，培养学
生观察能力的优良传统和经验难以延续和实施；学生怕写作文已成为普遍现象。
据资料显示，中学生喜欢写作文的仅占15.3％，而害怕写作文的却达到61.2％。
学生恐惧作文的严重性由此可见一斑。
　　新课程写作教学着眼于贴近学生生活实际，让学生易于动笔，乐于表达，重视引导学生关注现实
、热爱生活，表达真情实感。
这是治疗学生作文“恐惧症”的一剂良药。
　　怎样激发学生的观察兴趣，培养学生的观察能力呢？
苏联教育家赞科夫说过一段非常精辟的话。
他对他的学生说：“学习观察并不需要到非洲去，也不需要到西伯利亚去，你们只要在屋子边上那块
草地上蹲下来仔细看一看，你们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惊人的昆虫世界。
你们大概不知道蚂蚁会发出声音并能相互‘交谈’。
蚂蚁的‘话’是很轻的，但已经能够用磁带录下来了。
也就是说你们可以听到蚂蚁怎样‘讲话’。
蚂蚁为什么能背起比自己身体重好多倍的东西？
人就不可能这样。
这同样是个谜。
在大自然里每走一步都会出现许多谜。
跨出第一步吧⋯⋯睁开双眼，注意观察，令人惊讶的东西就在你身边。
”种一粒小豆，到野外去观鸟，养一缸鱼，看日出日落，留心听行人的脚步，做这些事既不需要大投
资，也不需要什么理论背景，只要教师多加引导就能做好。
　　怎样才能使学生每次的作文练习成为他们的心灵需要，诱发他们的写作冲突，使他们乐：卷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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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东西写，其实做法有很多。
例如：（1）情境作文。
让学生置身于特定的情境之中，闭目沉思，心驰神往，眼前似有动人的画面闪过，脑中仿佛有一幕幕
的往事叠现，抓住情境诉诸笔端，作文就成了一种快意的宣泄。
（2）课文激发。
让课文内容与学生生活、思维实际联系起来，据此设计作文。
（3）材料激发。
可以选择学生感兴趣的影视片段、书籍章节、报刊选段等，指导学生写日记、说童趣、谈感受，以及
看图作文、扩写、缩写、改写、续写等。
（4）文题要贴近学生的生活，要抓准学生的思想脉搏。
“现场写生”、“分析评论”、“编辑杂志”、　　“家长参与”、“办黑板报”、“写宣传报道”
、“抄写格言”、“成语接力赛”、“讲故事比赛”等活动，既能激发学生的写作兴趣，又能让学生
在活动中掌握相关的基础知识，锻炼实际的写作能力。
 　　美国中学生兴趣写作课的作文题目和老师的评语，对激发学生写作兴趣富有启发，下面列举几条
以供参考。
　　（1）本性独自之一。
 　　评语：希望你生活中快乐的时光可以帮助你度过困难的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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