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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施工蓝图”，它体现一个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基本要求，从而决定着学校教育
活动的性质，你想了解我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吗？
哪就在《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里寻求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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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书摘   教学交往中的沟通常常要借助“对话”来实现。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对话”，不只是言语的应答，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  “对话是真理的敞亮和
思想本身的实现”，是一科“在各种价值相等、意义平等的意识之间相互作用的特殊形式”。
它强调的是双方的“敞开”与“接纳”，是一种在相互倾听、接受和共享中实现“视界融合”、精神
互通，共同去创造意义的活动。
教学中的“对话”，就是教师与学生以教材内容为“话题”或“谈资”，共同去生成和创造“文本”
、去构造“意义”的过程。
它既是一项“原则”，又可以成为一种方法。
从方法的角度说，它要求我们改变过去那种太多的“传话”和“独白”的方式，走向对话与交流，使
“知识在对话中生成，在交流中重组，在共享中倍增”。
这一点，正如克林伯格所说，  “教学本来就是形形色色的对话，具有对话的性格。
”“对话是优秀教学的一种本质性标识。
”其实，从《论语》对孔夫子教学方式的记载，到苏格拉底的“产婆术”，已经就有了这种教学思想
的萌芽和教学实践的雏形。
当然，实现交往互动中的沟通与对话，要求教师不仅要有教学策略和教学方法的改变(置疑、讨论、尝
试、发现、体验等等)，而且有角色的转换——从传授者、管理者变为引导者和促进者，同时还应有个
性的自我完善——需要民主的精神、平等的作风、宽容的态度、真挚的爱心和悦目学生的情怀。
示例9             以平等、宽容的态度激起学生的深究    一次，上海特级教师于漪作公开课，学习《宇宙里
有些什么》。
课程讲解一段时间以后，她让学生看看书，提提问题。
    这时，一个学生站起来问：  “课文中有这样一句话，‘这些恒星系大都有一千万万颗以上的恒星’
，这里的‘万万’是多少?”话音刚落，全班学生都笑了。
问问题的学生很后悔，责怪自己怎么问了一个这么蠢的问题，谁不知道“万万”是“亿”呢?没等老师
让他坐下，就灰溜溜地坐下去，深深地埋下了头，懊悔自己不该给老师的公开课添这样的麻烦：    于
老师笑着说：  “这个问题不用回答，可能大家都知道了。
可是我要问：既然‘万万’是‘亿’，作者为什么不用一个‘亿’字，反而用两个字‘万万’呢?谁能
解释?”教室里静了下来，学生们都在思考。
    于老师的学生毕竟是养之有素的，随即便有人举手。
于老师叫一个学生站起来回答。
学生说：  “我也不太懂，不过我想说说看：我觉得用‘万万’读着顺口，还有，好像‘万万’比‘
亿’多。
”于老师说：  “讲得非常好，别的同学还想说什么吗?”当于老师确认没有不同看法后总结说：  “通
过对‘万万’的讨论，我们了解到汉字重叠的修辞作用，它不但读起来响亮，而且增强了表现力。
那么，同学们想一想，我们今天这个知识是怎样获得的呢?”全班学生不约而同地将视线集中到刚才发
问的学生身上：这个学生如释重负，先前那种羞愧、自责心理一扫而光，仿佛自己一下子又聪明了许
多。
　　⋯⋯书摘1    2 在互动中实现师生共同发展    作为一个社会学的范畴，交往总是以双方互为主客体
为前提的，交往双方都是彼此关系的创造者，又是相互认识的对象，在交往中双方都应接受对方，受
到对方的影响，并有某种收获，这就是交往的三个属性：主体性、互动性和互惠性。
正是从互为主体的交往对话中，教师与学生才能对所学的东西达成共识，真正拥有知识，并且共同享
用对方的经验和体验，也才能实现“教学相长”、共同发展。
    学生的发展是在交往中实现的。
这一点已为大量的心理学研究成果所证明。
在心理学大师皮亚杰那里，认知的发展被认为是主客体在社会性相互作用中，通过同化和顺应两种机
制而导致的平衡化，这就是著名的“发生认识论”；在苏联的列昂捷夫和维果茨基那里，意识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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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发展是在广阔的历史文化背景中，由交往和活动引起的，这就是“文化历史学派”的主张；在当代
的建构主义看来，学生学习知识时的意义建构，是凭借自身的经验与体验，在真实的任务情境中，在
合作与对话中去实现的。
所以我们有根据说，学生是在交往互动中实现认知发展和社会性发展的。
而课堂教学中的交往，主要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的交往。
    在师生的相互作用中，教师会受到很多启发，对学生会有更多的了解，这些无疑对教师的专业发展
具有很重要的积极意义。
我国古代教育遗产中，  “教学相长”、  “教然后知不足”等主张，确是“民主性精华”。
且不说在今天“数字化时代”，教师的信息优势和“高势能”受到挑战，单以教师在课堂教学中的具
体操作而言，我们也未必都能进入学生独特的精神世界，都能理解学生怎样凭借自身的经验在思考问
题。
所以，有时“灵魂工程师”也没有能触及学生的灵魂，在新事物、新变化面前，我们也还得接受“长
江后浪推前浪”的现实。
难怪许多先期进入新课程的教师，许多同学生一起进行研究性学习的老师，都发出了共同的感慨：  
“我们简直惊讶学生具有的智慧和主动精神，真切地感受到一种强大的推力。
”  “我们重新找到一颗童心、一种青春的激情，享受到与学生一起成长的欢乐。
”示例11“老师，让我来讲”    一位教师在上一年级数学课，她出示一道题让学生讨论“怎么算”。
    “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做红花：他们送了小班的小朋友5朵以后还剩7朵。
大班的小朋友做了多少朵红花?”    一位学生站起来说：  “这道题用减法算。
”    “为什么?”    “因为老师您说过，碰到‘还剩’就用减法：”    这时，教师感觉到由于自己讲解
时的疏漏而造成学生理解的错误。
她急切地希望讲明白这道题不能用减法的道理。
但是，她越着急越表达不清楚，什么“部分数”、  “整体数”之类的概念，越发引来学生迷茫的眼
光：    一个童稚的声音打破教室中的沉闷：  “老师，  我来讲——幼儿园大班的小朋友后来决定不送
红花给小班了，他们把送给小班的5朵小红花拿回来，这时，拿回来的5朵，添上原来还剩的7朵，就是
大班小朋友所做的红花：所以要用加法算。
”    老师长长地舒一口气，用赞许的目光深情地看着这位学生。
示例12”老师是一只青蛙”    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同往常一样，我们又该学习新课了：不同的是
，有许多老师来听课：    学习的课文是《坐井观天》，一切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以前，每学完这
课，为了培养同学们的创造性思维，我都要让他们根据课文內容展开想像，以《青蛙跳出井口了》为
题进行说话写话训练，效果非常好：按照惯例。
学完新课后我又一次让同学们想像青蛙要是跳出井口了，将会怎样呢?同学们的学习兴趣又一下被激发
起来，有的和同桌互说，有的前后位凑在一起争论，还有的仰起小脸在思考。
    待平静下来，我开始点名：李梦说，青蛙跳出井口后，看到了无边无际的大海，海涛声吓得它忙向
小鸟求救：王婉佳说，青蛙看到了高高的山峰和一眼望不到边的田野，田野里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儿
，上面飞舞着蝴蝶和蜜蜂，青蛙陶醉了，它觉得以前的日子都白过了。
孙艳蔷同学竟然让青蛙坐上了飞机去环球旅行，青蛙一下飞机就对小鸟说：  “不看不知道，世界真
大啊!”听课老师都被他的话逗笑了，我也没想到他会把正大综艺的广告词“不看不知道，世界真奇妙
”改用得这么恰当。
    张雨是新转来我班的学生，我看到她把手举得高高的，便点了她的名。
她站起来说：  “青蛙从井里跳出来，它到外面看了看，觉得还是井里好，它又跳回了井里：”同学
们听了哄堂大笑，我也笑了：我打断了她的话，  问大家：  “是井里好，还是井外好：”我示意张雨
坐下，随口说道：  “我看你是一只青蛙，  坐井观天：”之后，我又让大家把自己想的和说的写出来
：    在批阅同学们交上来的作业时，我看到了张雨续写的故事：  青蛙跳出井口，  它来到一条小河边
，  它累了想去喝口水：突然，它听到一声大吼：  “不要喝，水里有毒!”果然，水上漂着不少死鱼：
它抬头一看，原来不远处有一只老青蛙在对它说话：它刚要说声谢谢，就听到一声惨叫，一柄钢叉已
刺穿了那只老青蛙的身子，那只老青蛙正在痛苦地挣扎：青蛙吓呆了，这外面的世界太可怕了，它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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忙赶回去，又跳到了井里：还是井里好，井里安全啊!    我的心被震撼了。
河水里常漂有死鱼，菜市上也常有卖青蛙的，这都是我们有目共睹的，让青蛙跳回井里又有什么不好?
可我却没有给她一个发表自己观点的机会：倘若让她把话说完，不仅同学们不会再笑她，而且也将给
我的课堂教学增添一抹亮色：我不是要培养他们创造性的思维吗?可我竟然说她是一只坐井观天的青蛙
：孩子的心灵就像井外那多彩的世界，需要跳出来的恰恰是自以为是的我自己!    收起笑，我在张雨的
作业下的空格里工工整整地写下一句话：  “对不起，老师是一只青蛙：”                        (作者：孙娟  资
料来源《教师博览》2001年11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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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前言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施工蓝图”，它体现一个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基本要求，影响着学校教育的水
平和人才培养的质量。
课程是实现培养目标最重要的途径，是组织教育教学的主要依据。
课程集中反映一定的教育思想，直接影响到教师的教学观念、教学策略和学生的学习方式，从而决定
着学校教育活动的性质、特点和效益。
    当今世界，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知识经济已见端倪，国力竞争日趋激烈。
教育在综合国力的形成中处于基础地位，国力的强弱越来越取决于各类人才的质量和数量。
为了适应这种形势，一个世界性的教育改革运动已持续展开。
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比较教育研究结果表明：每一个国家都把基础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作为提高
国民素质的有效战略来对待；把培养什么样的国民，能不能适应21世纪全方位的挑战，同国家和民族
的命运紧密联在一起。
课程改革日益受到各国政府的高度重视，成为教育改革的核心内容。
    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从1996年开始，经历了长达5年的全面准备。
2001年6月，中央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经国务院批准印发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
，随即启动试点实验工作，拉开了课程改革实施的帷幕。
我国新一轮的改革，不同于建国以来已经进行的前七次课程改革，其总目标是要构建符合素质要求的
课程新体系，它必然是课程理念、课程功能、课程架构以及课程实施与评价的大变革。
对于每一所学校、每一位教师来说，新课程正一步步向我们走来，我们将成为新课程实施的主体；我
们也将在这一场课程改革的洗礼中提高自己的素质，实现自身的价值。
    新课程实施期盼并呼唤着教师的投入、创新。
                                         编著者                                               2002年2月

Page 7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

编辑推荐

课程是人才培养的“施工蓝图”，它体现一个国家对学校教育的基本要求，从而决定着学校教育活动
的性质，你想了解我国教育的发展现状吗？
哪就在《课程实施与教学改革》里寻求答案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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