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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2年秋，我们踏上了新一轮课程改革之旅。
　　五年多来，全区各级教育行政部门、教研部门和中小学校，认真学习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
与发展的决定》、《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和各学科课程标准，研究制定了一系列指导文件、实验
工作方案，颁发了一系列管理制度，为新课程的推进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五年多来，全区坚持全面改革与重点突破相结合的原则，以更新教育观念为先导，以提升教师教
学能力和水平为关键，以教学研究和教育科研为推动力，以课程评价改革为突破口，边培训、边实践
、边总结、边提高，大胆探索，积极作为，扎扎实实地推进课程改革实验，构建开放和充满生机的基
础教育课程改革发展机制，翻开了我区基础教育改革发展新的一页。
　　回顾这几年的课改历程，我们欣喜地看到了许多课程改革中发生的新人新事，也切实感受到了课
程改革给鄞州教育带来的巨大变化：学生的学习方式发生了转变，他们逐渐成为了学习的主人；教师
的教学方式发生了转变，他们正在成为学生学习的指导者，师生关系变得平等、合作、互动；教学研
究阵地前移，重心下移，教研工作“主题化、课题化、精品化”；创新校本教研模式，开展协作区联
动和帮扶工作：创新教师培养培训方式，名师开路，形成梯队，注重参与，注重实践⋯⋯涌现了一大
批课改先进典型。
　　为进一步推进课程改革工作，总结课改经验，帮助教师有效实施新课程，促进教师的专业成长，
区教研室牵头汇编了这套《课程改革在鄞州》丛书。
丛书为小学、初中两套，各有《教研新思路》、《课堂新探索》、《教学新叙事》三部分。
《教研新思路》主要是对新课程背景下开展教研工作的思考与实践；《课堂亲探索》是在有效实践新
课程中的部分优秀教学设计、教例分析及教学反思；《教学新叙事》则是教师们记录教育教学经历，
讲述教育教学故事，展示教育教学研究的平台。
　　这套丛书从一个侧面记录了我区课程改革的探索历程，凝聚了广大教师的心血与智慧，既体现了
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基本要求，又有鲜明的鄞州地方特色，丰富了我区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经验成果，
相信会对全区教师教育教学实践有所裨益。
希望丛书的出版能够进一步促进全区课程改革经验的交流和分享，让我们的孩子在课改中享受成功的
幸福和快乐，让我们的教师在课改探索上成长，让我区的基础教育进一步均衡发展、优质发展、和诈
发展。
　　李永明 2007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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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研新思路 一种种充满创新的教研方法，富希哲理的前沿思考，有效促进教师成长的校本教研，
主题化、专题化的教研活动⋯⋯无不凝聚着教学研究者们的创造力，进溅着思想的火花。
　　课堂新探索 一个个生动活泼的教学课例，提缩挈领的整体把握，恰到好处的细节点缀，灵动生成
的精彩片段⋯⋯无不凝集着教师们创新的结晶，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教学新叙事 一件件记忆深刻的教学叙事。
无心插柳的课堂生成，拨动心弦的教学反思，换位思考的教学尝试⋯⋯无不触动着教师们灵魂的深处
，跳动着和谐的旋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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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多一些关爱课堂中的人文缺失“石头”砸出来的结果课堂因为生成而美丽从爱护学生的身心健康做起
微笑是最好的老师品尝友谊成功来自鼓励给点阳光，就会灿烂!哭的交响曲蹲下来看学生“山鸡”激起
千层浪“一夜”等于“每天夜晚”吗？
“周总理为什么不穿鞋子？
”尴尬之处优雅转身强扭的瓜不甜一次特殊的作业我的一次美丽预设预设课堂错过精彩建队日想到的
⋯⋯“九九”的延续不曾预设的精彩微笑的力量批评的启示老师数错了老师，他是不小心的不妨让学
生错下去不要轻易否定孩子——请蹲下来看学生用真诚扣启心灵之门“遗憾”何尝不是美?教是为了不
教“我不想读!”我教《送孟浩然之广陵》我和一年级的孩子“挑”出来的精彩不经意，就折断了想象
的翅膀还学生一个舞台，让他门尽情舞蹈错误有时也精彩我用口诀教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爱
心捐款，捐的到底是十么?以身教者从我与新课程同成长“算法忧化”后的烦恼险!跳出了我的预设失
败后的喜悦常态课中的缺点发现是我成长的秘诀科学就在身边我眼中的好课浅谈点级学校的体育教研
组建设意外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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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堂中的人文缺失 学校教学教研活动抓得较严，四十周岁以下的老师每学期必须上一堂挂牌公开
课，于是听课的机会也就多了不少。
因为本人是一名语文教师，听得最多的莫过于语文课。
不断地听课，不断地思索，朦胧之中总感到我们的语文课堂里缺少了点卜么。
静心细想，豁然开朗——在那热热闹闹，红红火火的课堂之中不正时常流露出人文精神的缺失？
! 新课标明确指出：语文课程既包括语言知识的传授和语言能力的培养，又包括人文精神的弘扬。
“人文”一词由“人”和“文”两个要素组成。
人既是个体性的人，也是文化巾的人。
文化是人的文化，是以人为中心的文化。
人文性指的就是人性。
语文教学活动是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互动，这种互动是人追求自我成长的过程，旨存激发人的创造力和
生命力。
尊重人，特别是尊重学生，是语文教学的重要思想。
一句话，现代语文课堂不能缺少人文精神。
　　【镜头一】 这是二年级的一节语文课，老师带领学生学习一首儿童诗《“红领巾” 真好》。
由于老师准备充分，课堂上了问有答，有说有读，有动有静，可谓热热闹闹，一帆风顺。
然而，这节课听完后，我却一直忘不了课堂中的那个 “最强音”——“老师，我!”——这是来自第
四组第一桌那位可爱的小男孩略带沙哑而又近乎恳求的声音!这个声音在这一堂课中至少出现过20次（
一点儿也没夸张，或许还不止这些）!可在他一次次的请求和等待中，他的老师却仅仅只点过他一次（
回答问题）!那么多的机会，老师为什么不去理睬他？
是厌烦他的不守纪律（举手时总是大声地喊着“老师，我”，这可是低段老师的最忌）？
是生怕他回答不好？
还是老师早就对他有“成见”——干脆别去理他？
抑或因为公开课而忘却了他的声音？
种种猜测却怎么且消除不了我对这位小男孩的怜悯之心——毕竟他才是二年级的小朋友，难道老师就
可以如此听之任之，对其置若罔闻？
老师如若对其进行适当表扬再加以正确引导岂不更好？
 语文课堂是一个研究人、造就人、发展人的场所，它应该成为师生之间心灵交流的平台，应该充满人
性和诗意。
语文课堂教学的各个环节（我想也应包括其中的一些细节）都应蕴涵着丰富多彩的文化内容、人文精
神，包括人情的意蕴、人品的精华、人性的热情、人生的价值等。
可我眼前的语文课为何如此残酷？
就连这么一位乳臭未干的小男孩的自尊心也满足不了？
长期下去，他的自信又从何而来？
即便他真的违反了老师的规矩，可他的积极举手，踊跃发言又有何错？
作为一名有责任心的教师，诚恳的鼓励，善意的批评总应该会吧？
这样的“细节”可谓司空见惯，见怪不怪了。
这难道不是人文精神缺失的自然表露？
 【镜头二】 多功能教室，年轻漂亮的方老师正在为同学们上《西沙渔人》一课。
通过自学全文后，老师正在检查同学们是否读通了课文。
同学们的积极性很高，可谓举手如林。
方老师的教学也别出心裁：开火车轮读，每人只读一个自然段。
听的同学也没闲着，因为每听完一个同学的朗读，就要为其进行评议。
“老师，也读错了一个字。
”“老师，她的声音太小了!”“老师，他的感情没读出来!”⋯⋯举手的同学不亚于刚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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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学们听得真仔细，我们能不能说说他们的优点？
”方老师竭力引导。
可不管老师怎么强调，怎么引导，司学们能找出的还是那些鸡毛蒜皮的缺点!尽管有几位同学读得绘声
绘色，十分出色，可这些“小评委”的眼里依然是只见瑕疵不见美玉! 在叹服孩子们惊人的“评判”
能力的同时，我不禁扪心自问：是孩子们的耳朵过于敏锐？
是同学们的标准过于严格？
还是我们的语文课堂自身出了问题？
孩子们为什么丧失了鼓励同学、表扬同伴的能力？
课后仔细思量，本人觉得还是在语文课的人文教育上出了问题。
新课标指出：语文课程内容需要教会学生掌携一定的人文知识。
人文知识是以人为中心，涉及人的精神境界，与人类文化有联系的知识。
人文知识有两种类型：习俗性的和理论性的。
习俗性的人文知识是通过日常生活获得的，如“待人接物”、“入乡随俗 ”等，这些知识是零碎而肤
浅的，但是它为我们的日常生活提供了生存的依据。
背离了这些知识，就会与生存环境格格不入。
理论性的人文知识是通过各门课程的学习获得的，这些知识是系统而深刻的，它更能帮助学生达到较
高的人文境界。
现代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包括精神关怀、人生价值、道德判定、思维方式等。
语文课程应该在人文性方面为学生提供有说服力的正确导向。
综观我们的语文课堂，除了教会了同学们不少如何处理语言文字方面的应试技能外，又为孩子们创造
了多少人文色彩？
又给予了同学们多少人文关怀？
即便在教材中深入挖掘越不少人文资源，在课堂上探究过语言的人文内涵，在课文诵读中体会过人文
意蕴，可我们的教学现状却是何等孤独无助— —对学生的人文教育浮于表面。
苍白无力，简直是那种流于形式的只管播种不管收获的耕耘!殊不知，人文意识的形成不是朝夕之事，
它需要不断地感悟，逐渐地汇聚，从而积淀于心，化为理念。
　　【镜头三】 还是在多功能教室，教师正津津有味地指导学生用“敢于⋯⋯敢于⋯⋯ 甚至还敢于
⋯⋯”说话。
这个训练点极为精妙。
老师让学生读了课文中的原句后，便开始激趣：“谁能用‘敢于⋯⋯敢于⋯⋯甚至还敢于⋯⋯’说个
句子？
”同学们略显为难。
“同桌或小组讨论一会吧？
”老师趁机打了个圆场，同学们开始讨论，也有的陷于了深深的思索。
是个好兆头!教师心里暗喜。
“能说的同学青举手!”老师又发话了。
举手者寥寥无几。
教师一看时间，学生准备还不到一分钟呀，咋这么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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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程改革在鄞州（小学卷）（套装共4册）》为《课程改革在鄞州》丛书之一，为《教学新叙
事》，小学卷，主要是小学教师们记录教育教学经历，讲述教育教学故事，展示教育教学研究的平台
。
全书内容包括多一些关爱、蹲下来看学生、教是为了不教、以身教者从四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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