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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高等师范院校肩负着为中小学培养师资的重要任务。
如何为中小学输送合格的师资，这始终是我们要关注的问题。
国际上非常强调教师的专业化，国内近几年对教师专业化的呼声也很高。
恰逢基础教育课程进行改革，新的课程也呼唤更高素质的老师，尤其是教师的教学技能与素养已经成
为制约小学科学课程改革的“瓶颈”。
在这样的形势下，检讨以往的高等师范教育，应该说我们在师范生的培养上，更多强调了理论的学习
，虽然多年来我们对师范生的教学能力的训练也在改进，但从总体上说，这种训练还有待更加系统化
和更有计划性。
现在看来，根据实际的教育教学的需要，加强对师范生的教学技能的培养，是我们课程设置的一个不
可忽视的内容。
　　现在有关师范生技能训练的教材陆续出版，虽说其中有很多新的探索，有不少新的内容值得我们
借鉴，但我们仍感到这些教材还有一些不足，如：有的教材涉及的能力项目太多，课堂教学不好落实
；有的理论性太强，可供进行课堂训练的材料不足；有的写得太多，读起来很花时间。
　　鉴于此，考虑编写一本从师范生实际能力水平出发，便于在课堂上进行课堂教学技能训练的实用
教材。
师范生应具备的能力有很多，都收入进来进行训练也不可能。
这本教学技能训练教程从师范生毕业后走上讲台的工作要求出发，从“实战”出发，注重教育教学理
论和实际技能的结合，力求通过提高师范生的综合素质，提高他们的教学实践能力。
通过教学行为，体现一种先进的教学理念、较强的教学能力、扎实的基础和广阔的知识面，力求体现
基础教育科学教育课程改革和学生科学教育素质发展的双重要求。
　　本书在编写中贯彻研究型教学和小组合作学习的思想，内容包括基本理论和基本实践，每章含以
下五个模块，阐述了小学科学教师必备的各项教学技能的训练步骤和方法，注重技能解读和技能运用
，结合优秀案例，剖析深入，启发性大，同时强调师范生的思考、参与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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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为高等院校小学教育专业教材，也可供在职小学教师参考。
其内容分4篇17章，每章含“观点演绎场”、“教学案例园”、“分析反思亭”、“知识导航塔”、“
任务接受所”等模块，阐述小学科学教师必备的各项教学技能的训练步骤和方法，并结合优秀案例深
入剖析，强调学习者的思考、参与和自主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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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新的教材观为什么提出“用教材教”而不是“教教材”？
这是由于旧的教学大纲和新的课程标准在教材编写上的指导思想不同决定的。
旧的教学大纲在指导教材编写时强调学科自身的逻辑体系，忽略了知识与现实生活和科技发展的联系
，所以在确定知识难度时规定了某一学段某一学科知识的最高标准，是“上限”，教师在教学时不要
突破这一上限，如果突破了就会加重学生的负担。
所以我们过去强调教师教学时要“紧扣教学大纲，紧扣课本”，正所谓“教教材”，教师能让学生把
书本上的知识掌握就不错了。
而新的课程标准要求改变过去课本“繁、难、偏、旧”的弊端，要精选那些学生终生发展必备的基础
知识和基本技能，在确定知识难度时规定了某一学段某一学科知识的最低标准，是“下限”，强调书
本知识与社会和科技发展的联系，强调！
学生在学习时要结合自己的生活体验学习。
教学不再只是忠实地实施课程计划的过程，而是课程知识的建构与开发过程，是师生共同创生课程的
过程。
因而要求教师在教学时不但要用好教材，还要超出教材，要开发课程资源，要整合课程资源。
　　所谓“用好教材”，就是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把书本上的知识学好。
目前在课程改革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偏差，有的教师认为这次课程改革强调知识与现实生活的联系，课
本知识不重要了，上课蜻蜓点水般涉及一下教材，虚晃一枪，很快就引导学生“走出教材”，搞一些
所谓的联系实际活动，甚至整堂课都是一些与课本知识无关的活动，看起来热热闹闹，到下课时学生
连书本上的基本知识都没有搞明白，这是误人子弟。
新中国成立以来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进行了若干次，有正面的经验，也有反面的教训，而最基本的一条
经验就是认真抓好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的教学。
俗话说：课本课本，一谣之本。
教师首先要引导学生学好课本。
如果学生连书本上最基本的概念都没有学会，联系实际又有什么用？
不管课程怎样改革，教师都要认真钻研教材，把握教材，吃透教材，这是教师永远的基本功。
　　所谓“超出教材”，就是开发课程资源和整合课程资源的过程。
在实际教学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做法：　　一是替换教材的例子。
为了说明基本概念，教材中往往选用一些例子。
尽管教材的编写者力求选用那些不同地区学生都熟悉的例子，但仍然不能照顾到每个地区和所有学生
，所以新课程提倡要开发课程资源，要结合学生的生活实际和自身体验学习知识。
用学生熟悉的例子和情境学习新知识，学生更容易理解，对学习更有兴趣，也更容易记忆。
　　二是拓展教材的主题。
在科学教学中，要灵活运用教材，就必须向学生开放时间与空间，拓展研究的主题。
例如，讲“校园里的小动物”时，可先指导学生自己找蜗牛、蚂蚁等各种小动物，同时启发他们如何
观察动物，思考它们各有什么特点，如何分类，引领学生带着要研究的问题进入课堂，使学生的探究
活动有了大量的感性材料和较明确的目标，以至于有学生问“蜗牛吃什么，好养吗”、“蜗牛喜欢吃
植物的茎和叶，这里面含有大量的纤维，纸是纤维构成的，蜗牛是否吃纸呢”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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