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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的写作都是基于课改学校不同时期的实验需求，针对“问题”的有目的的表达，它首先不是学
术著作，更多的是类似于“解决方案”，或者说是我们团队的“行动研究”记录。
《高效课堂22条》是一本实用主义者的“方法”指南；《我给传统课堂打0分》是提供给课改人的基础
性“教育观”读本；《高效课堂九大教学范式》是对当下风起云涌的学校课改的“实践”概括，而这
本《高效课堂理论与实践》是我的“新教育学”，是基于多年思考、实践之后，对高效课堂教育体系
的集成总结与全面展望。

　　课改显然仅是改课，也不仅仅是重写教学关系，而是在书写全新的人本“教育我一直认为认为，
支撑。
新教育学。
的其实就是四个基本概念，即。
新教师。
“新课堂”、“新学校”、“新学生”，而基础概念是“新教师”。
如何看待“四新”之间的关系？
如果说教育是一种任务，那么教学则是一种手段，课堂是载体，教师当然是具体完成这个任务的责任
人。
因此，鼓励、培养教师超越则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新教师“族群”的多寡决定了教育最终的成败。
当然，教师的自我超越则不仅需要勇气，还考验着我们很多相关部门的工作，但教师需要有“新教育
学”的引领也是一个客观事实，因而我的这部书，我很想再加一个标题——献给有志于教育的同路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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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炳亭，著名教育记者，高效课堂首倡者，当代著名教育改革实践者，高效课堂行动研究代表性
人物，他是第一个建构“高效课堂”概念、理
论、实践，并形成系统性研究论述的人现任《中国教师报》总编辑助理、采编部主任，兼任中国教育
学会小学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教育学会初中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中国教师报·名校共同体秘
书长
　　教育专著有《杜郎口旋风》《向阳的智慧》《高效课堂22条》《我给传统课堂打0分》《高效课堂
九大教学范式》《中国当代课改档案》《高效课堂导学案设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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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谁是主体呢？
这个问题相信在今天已经不难回答。
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争执，而是教学地位和学习尊严的问题。
中国的教学史走过了这样一条道路，从最初的教师主宰到教师和学生双主体，再到教师主导与学生主
体，到今天的学生主体与教师非主导，教学的主要方式变成学生自主、合作、探究基础上的师生平等
对话。
教学史发展的脉络表明，“教”正在日益削弱，“学”正呈现空前的上扬。
教学最终要走向哪里？
事实上，今天有众多的教师仍旧把持着讲台，他们惯常于这样质问：不教还叫“教师”吗？
当然，有时候我们真的需要耐心与教师对话，然而对话的不对等，则很容易让误解加深。
作为一个实践研究者和课改观察者，我的思考恰恰是：课堂教学非要让教师去“主导”吗？
主导的作用到底是因何、为何？
假如连主导都取消，结果会怎样？
　　我依然在重复我的主张，教育教学从来没有刻意抹杀和淡化教师曾经或者应该所发挥的作用，但
无限放大教师的作用同样是唯心和反科学的。
其实，世界教学史的总体研究，一直就是试图厘清教师应该、如何发挥其正向作用。
从世界范围来看，今天的多元智能理论是比较适合于现代人本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观、学生观、能
力管、德力观，他们的教育目标有可能成为“开发和释放人的创造潜能的发动机”。
加德纳教授的期待里同样包含着困惑，他说：无论采用哪一种模式，都需要建设一支多元智能教师队
伍，即确立多元智能观念、采用多元智能教学方法、培养多元智能学生的教师。
完全可以说，培养多元智能教师，是深入开展多元智能课题研究、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迫切需要。
多元智能理论的症结在于，至今还没有固定成型的教育模式可供借鉴，还不能完整地描绘多元智能教
师的轮廓。
别急，美国亚利桑那大学的琼·梅克教授的“问题体系”有可能会对多元智能理论提供帮助，与多元
智能理论首先要依赖于教师解决问题的能力的提高不同，梅克教授的“问题体系”不仅适用于学生的
培养，也同样能够提高教师的能力。
这竟然和我们高效课堂在思考方向上惊人的一致——通过发展学生，从而提升教师，而不是“通过提
升教师、促进学生发展”的传统认识。
　　琼·梅克教授以“问题”为中心，以“方法”为中介，以“答案”为结果，并根据学生能力发展
水平把“问题解决”情景分为五级，称之为“问题体系”，问题五类型连续体的五个水平为：1.事实
了解水平；2.事实理解水平；3.概念形成、原理掌握水平；4.概念、原理运用水平；5.自主探究及创造
水平。
这五种问题类型连续体从结构完善、问题封闭、因素单一到答案求异，体现了极大得有序性和包容性
，为我们构建问题解决的教学理论与实践提供了理想的框架依据。
　　一位中国试验区的语文教师这样反省自己：在以往的教学中，虽然也清楚这一教学目标，然而在
具体的教学中，教学过程设计主要环节是教师介绍课文简介、学生阅读和看录像、分析课文、鉴赏课
文和布置阅读评论文章等。
教学设计虽然也是自己钻研教材，翻阅材料，潜心设计出来的。
欣赏之余，总觉得欠缺些什么，尚处在模糊的教学状态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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