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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全面总结了高中数学新课程各实验区的实践经验，以六个专题和丰富的案例，详细解读高中数学
新课程，为教师实施新课程释疑解惑：专题一怎样整体把握高中数学新课程；专题二高中数学新课程
与学生学习；专题三高中数学新课程中新增和变化内容的教学思考；专题四高中数学新课程中可选内
容的分析和思考；专题五评价与日常教学的关系；专题六高中数学新课程中的教学设计。
      教育改革（包括课程改革）是一项政府行为，自上而下是其基本特点。
但是，仅有自上而下是不够的，还必须建立起一个自下而上的交流机制。
国际上提出的“草根计划”，就是落实这种机制的一种办法。
这是必不可少的，否则教育改革就很难成功。
在本次高中数学新课程的课改的实践中，创造出了两种好的“办法”，一是建立校本教研制度，另一
个是建立远程网络研修平台。
它们具有中国的特点，符合中国的实际，积极有效，自下而上，它们是实现“草根计划”的两项创造
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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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整体把握高中数学新课　　1.1 课时不够引起的思考　　1.1.1 问题的提出　　我们的研讨
总是从问题开始。
进入新课程以后，广大一线教师有哪些常见、关注的问题？
我们搜集了一些一线教师的看法。
　　A老师：新课程的内容和以往的内容相比增加了很多，但是教学时间并没有增加，怎么来解决这
种矛盾？
　　B老师：教学中怎么把握新增内容？
　　C老师：新课程是以模块形式展现出来的，这些模块之间有什么联系？
它与我们原来在教学过程当中的一些通性通法有什么关系？
　　D老师：如何把整体把握新课程的理念落实在对教材的理解和应用中？
　　E老师：新课程的知识体系与以前是不同的，那么对于新的课程知识体系，老师应该如何去把握
？
　　F老师：我们来自试验区，新课程已经实施了一年半。
一年半下来，我们觉得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教师要面临五个问题：　　第一，初高中过渡问题。
我们现在教的学生已经不是以前我们教老教材时所面临的学生，学生的学习习惯、能力都发生了变化
。
　　第二，课时偏紧的问题。
我们在一年半的教学中，普遍感觉到课时偏紧。
　　第三，新旧教材的差异问题。
新旧教材的差异使得我们教师在教学中，需要注意如何处理删减增留的问题。
　　第四，教师的自我学习问题。
因为新教材有一些新增内容，需要我们教师去学习。
同时，新教材还需要我们教师广泛地使用信息技术。
对很多老师来讲，这也需要学习。
　　第五，高考方案不明朗的问题。
老教材的高考试卷，我们很多老师都做过好几遍，高三复习班也带了好几次，但对新课程的高考我们
心里没底。
　　G老师：我们实行新课程已经一学期了，对学生而言，不会存在新教材和老教材的问题，而对于
老师而言，则面临一个很棘手的问题：如何从老的教学理念转变到新的教学理念，尽快地适应我们的
新课程？
　　H老师：在新的课程标准中，老师们如何整合信息技术与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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