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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这本小册子主要是本人近作的结集。
其中包括少量在此以前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
“三句不离本行”，这些短作都以教育为题材。
　　首先声明的是，这本小册子算不上什么“教育研究成果”，登不上大雅之堂。
因为“教育研究”自有不少讲究，有公认的研究规范和检验成果的学术标准。
我在研究过程中虽少不了动动笔，而动笔写出来、抄出来、编出来的东西，未必都堪称什么“研究成
果”。
此理，信不信由你，至少本人是相信的。
　　说它算不上“教育研究成果”，它算是什么呢？
或可称其为“教育随笔”，这是由于其中多数短作或有那么一点意思，也就是那么一点意思而已。
　　这些短作，无非是针对如今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或多或少存在并经媒体渲染的旧俗新俗、新旧套话
，发表的一些距离健全常识、常规、常理、常情不算太远的意见，姑且称其为“教育实话”。
　　说是“教育实话”，也只是平心而论。
不表示它们对中小学教育的切实需要、现实条件以及教师的意愿已经做出了如实的反映。
此外，还须交代的是，行文中间或存在“好话坏说，坏话好说”的情形，那只是一种写作趣味而已。
　　本人多年来沉浸在新纸、故纸堆中，苦于缺乏同中小学教师沟通的渠道。
在告别“象牙之塔”以后，总想寻求一些同中小学教师的共同语言，聊解昔日的遗憾，是这批短作的
由来。
如今有感于我国教育界的芸芸众生已经开始厌倦媚俗的新招和不着边际的空谈，倒愿意听听诸如此类
简单不过的小道理、小意见，其中多属他们心中所有、笔下所无的实话，遂把这批短作结集付梓。
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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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教育实话》增订版。
     陈桂生教授对课堂教学、当前课程改革、早期教育、教育观念等重新审视，力求实话实说。
是教育改革的清醒剂。
     新版为“课程”专题文集，故对原版增删篇幅较大。
其中学术论文与随笔约各占一半。
有些论文略带散文笔调，各篇随笔隐含专业见识。
较有可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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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2.课程管理与领导重心的转移传统的“教程”着眼于对课业运作过程的控制，在正式的课程弹性
增加以后，固然使学校和教师自主活动的时间与空间增加，但也可能使课业的随意性增大。
故课程管理与领导的重心将相应地从对课业运作过程的控制转移到依照教育目标对这种活动结果的评
价，以限制课业的随意性。
　　3.教师职能的变化正由于传统的“教程”旨在对课业过程的指导与控制，从而使教师“眼光向上
”，似乎成为“课业的中心人物”，而所谓“教师中心”，其实是“傀儡中心”；现代课程中心逐步
下移，趋向于“把课程还给教师”。
简单的道理是，最接近学生的教师才最有理由参与课程的选择。
不过，其前提又在于教师职能的转变：从“教程”中的教师变成“学程”中的教师。
否则，“把课程还给教师”的起码理由便不能成立。
　　所谓“学程中的教师”，是指教师从相当于“运动员”（或“演员”）的角色变成相当于“教练
员”（或“导演”）的角色，而把“运动员”（或“演员”）的角色还给学生，使课业成为学生自己
的学习活动。
相应地使备课从一成不变的设计变成动态的选择。
　　任何一个系统，不仅由若干要素（或环节）构成，而且包含构成它的各个要素之间的关系属性，
并使其中各个要素获得一定的系统属性。
上述“正式的课程”属性的变化、课程管理与领导重心的转移以及教师职能的变化等，都属于课程要
素的系统属性的变化。
由此形成新的作为“学程”的“课程系统”。
　　自然，现行课程改革只是我国课程改革历史性变革的开端，而现代课程改革的进程越来越取决于
教师专业发展的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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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这些短作，无非是针对如今我国中小学教育中或多或少存在并经媒体渲染的旧俗新俗、新旧套话
，发表的一些距离健全常识、常规、常理、常情不算太远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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