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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北京市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已经进行3年了。
3年来，参加实验的学校领导与教师克服了诸多困难，不仅在教育观念的更新上有了很大的进展，而
且教育管理行为和教育教学行为也有了很大的转变，突出体现在：　　课改促进了课堂教学的变化　
现在的课堂教学，教师能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发展，尽量让每位学生发表意见；教师注重了教学设计
，注重发挥最重要的学习资源——学生的主观能动作用和潜能，注重创设情景，帮助学生打好基础，
提高能力；课堂教学由原来的教师一言堂转变为让学生主动参与教学和师生、生生之间的积极互动过
程，表现在让学生积极准备资料，大家相互交流，相互启发，并且积极引导学生就一些有争议的问题
进行讨论等。
信息技术给教学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在课堂上教师积极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使原本枯燥的教学变得生
动活泼起来，使原来抽象的内容变得具体，不仅丰富了教学方式，同时也提高了教学效率。
　　课改促进了评价的变化　学校更加重视日常教学工作中对学生的评价，加强了对于教学质量的检
测。
教师注重了评价对学生发展的促进作用，采取多种手段对学生进行评价，并且通过评价来引导学生学
习；课改实验也促进了教师专业工作绩效评价的改革。
在教师评价中，将原有的横向评价变成横向评价与纵向评价相结合的方式。
建立教师个人业务档案，注重教师在过程中成长与发展的轨道，引导教师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不断的反
思与提高，提高教师主动发展的自觉性。
评价体现了教师成长的过程，关照到教师的个性发展，有利于教师在课改中积极主动地提高自己。
　　课改促进了教师专业水平的提高　在教师的言谈和课堂教学中，体现出绝大部分教师具有先进的
教育理念，尊重学生，以学生的发展为本。
教师不再是课堂上的权威，而是学生学习的组织者、指导者与合作者。
学生敢于给教师提出建议，在民主的氛围中学习。
一方面，由于将培训工作落到了实处，通过培训转变教师观念，促进教师深入理解教材、提高教学技
能；另一方面，几乎每位教师都参与了课题、专题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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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教材改革实验(2003-2004)论文集》是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在北京市基础教育课
程教材改革实验第二届论文评比基础上编辑而成的。
它充分展示了2002-2003一学年来我市课程教材改革实验的成就，同时也就实验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认
真的研究和反思，较好地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和作风。
我相信这些来自实践基础上的经验总结与专题研究，可以成为我市中小学教师的专业读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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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关于2003～2004学年度课程改革论文的总结与反思北京教科院基础教育科学研究所一、课堂教学——
充分体现“三维”教学目标“三维”教学目标与教学方式的转变　李吉会“问题探究”教学模式在物
理教学中的应用　 刘建青初中物理“分层教学，分类指导”教法初探　周海华高一年级女生数学能力
的培养　 孙杰高中地理研究性学习教学模式与评价方式的探索丁利王海玲构建有机分子结构空间想像
能力初探　姜丽莉开设“陶艺课”，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隋学琴利用“出轨”信息创造课
堂亮点　杨文智两堂数学课引发的理性思考 姚　磊莫把同情给“范进”——《范进中举》教学给我的
启示 李艳琴学科间整合省时高效　 胡春明以开放性教学促进学生的数学学习　高泽新中学化学探究
式课堂教学研究张春勇　杨爱彬调整节奏跟着学生走 一王　丽关于科学探究教学中新课导入的实践研
究　 高东辉自然常识实验课中渗透“探究学习”的研究　刘学琴领会课标精神探索开放式教学　贾春
英二、学习方式——在探索中改变调查法是学生自主学习地理的有效途径张晖在开放教学中培养学生
创新能力的策略宋锦懿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优化数学课堂教学结构 陈　琦在开展英语课外活动中运用
扬长教育理念激发英语学困生学习兴趣　段金伏在教学过程中实现学习方式的转变　荆　晶浅谈新课
程标准下小组合作学习策略 张　晶论小组合作学习的有效性 李浩敬放飞个性享受自主——开放式的
作业带给学生成功的喜悦　 佟燕文　胡志华“自主探索”学习方式的实践和探讨 王　斌提高合作学
习实效性的对策研究　焦春静“学习指导”策略在“成功教育”中的应用与实践李　宏让个性自由飞
扬　 赵　芸三、语文——注重提高学生的综合素养中小学生写作构思心理研究　 刘艳在阅读教学中
培养学生的语感能力 王永红关注学生资源焕发识字魅力——低年级识字教学初探　 牛小溪让“质疑
”伴随孩子们快乐成长　田旭霞作业设计有所用心　 黄玉慧小学作文教学创新的实践探索——论“作
文个性化”训练　张　磊创设读写机会，提高学生的语言积累能力　侯颖在自主阅读教学中培养学生
发现能力与创造能力刘中华对新课改背景下语文教学的反思　庞孝瑾美感，语文教学的磁石——浅谈
语文教学中的审美情趣的培养　张红梅提高学生语文素养，从课堂入手　芦乃静诗文魅力其乐融融　
王超男语文教学必须加强朗读训练　 勾凤英课改实验带来的新的识字教学方式 吕明珠“阅读期待”
在语文教学中的作用　王建如四、数学——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数学教学中对学生的评价金卫鑫让学
生在体验与感受中学习数学　孙宝香一节数学课引发的思考 卢洪利在数学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刘开悦怎样帮助学生体验数学学习　 刘春艳通过反思培养学生运用数学学习方法的能力 高培红小学
生数学探究性学习的教学模式研究　 杜海静数学教学中的分层教学 蔡明艳在认知过程中培养学生数
学思考方法　 于　萍由学生数学日记引起的思考　 陈　春小学生数学应用意识和应用能力的培养　 
杜艳艳小学数学作业的设计与布置　 李捷五、思想品德——让学生在体验与参与中成长加强体验　回
归生活　胡忠海张春英思想品德课中教学方式的实践与研究杨进华思想品德教学“培养学生主体参与
意识”初探 王静小学思想品德活动体验学习教学方式的研究 焦长志政治小论文写作实效的研究　 赵
落义六、体育——让学生更健康浅谈体育课的结束方法 石瑞祥体育游戏促进小学生心理健康的研究王
爱国七、艺术——欣赏与体验并举如何上好美术欣赏——评述课　刘世彬引导学生积极探究，体验美
术学习的乐趣　王亚林中学音乐欣赏教学模式的探究　 杜建民姜连娇走出小学音乐游戏教学的误区　
金士娟在音乐欣赏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　 唐炜翊八、英语与信息——培养交际能力英语任务型
教学案例及反思　 王雁红小学英语课堂教学评价的探索　冯小伶营造英语氛围，培养学生的交际能力
张玉梅中学信息技术教学中小组合作学习实效性的研究李　英影响平谷区小学语文教学与信息技术整
合因素调查　 刘翠媛运用现代信息技术优化数学的教与学　 王怀芬在语文教学中利用网络环境培养
学生的信息能力刘　洁九、评价——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走出学生评价的误区　张爱兰“学生成长记录
袋”在数学学习评价中的运用　张秀兰张瑞瑛对语文“新课标”评价体系的探究 李艳琴发展性评价使
学生自觉地走入文学创作的空间 赵瑞莲评价小学生问题解决能力的尝试　陈凤伟学生的学习态度及其
评价刘　岩开展多元化评价促进学生和谐发展索　菲以“成长记录袋”为载体　促进教师的专业化发
展　 任彩云如何科学地评价学生的美术作业　张淑华评价——数学课堂教学中的催化剂 刘鹏小学生
口语交际能力的评价　 杨新宇科学研究带动课改情感评价促进发展——记我校开展“小学生学业情感
评价工具的研究”　 张　瑾小学生知识、技能应用评价研究初探朱元兆形成性评价在小学英语教学中
的应用刘秀英注重形成性评价促进学生发展 孙凤华十、研究与反思——促进课改的可持续发展对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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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现状的调查与思考　 岳庆良　朱秋庭话说课程改革中的几个“不等式”　潘春丽对问题意识培养
的实践与思考　何乃茹积淀专业底蕴适应课改需要孙向云　胡翠荣对教研工作内容及方式的思考　景
红艳实施新课程教案怎样写——关于“备课实效性”的反思 李海霞培养反思习惯促进教师发展　怡久
文实施三级监控提高教学质量　张润霞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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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陶艺课促进学生健康成长，使他们心更灵、手更巧　几年的实践证明，在劳动技术教育学科
中选择陶艺内容，开设陶艺课，不仅能够促进处在长身体时期的少年儿童健康成长，还能开发智力。
　　学生在陶艺制作过程中，两双手、十个手指头始终不断地做着揉、搓、捏、拉、盘、擀、挤、压
等多种动作技法，促使手腕、手指、手臂、肩膀、甚至全身的肌肉进行运动，从而身体得到了锻炼。
学生在陶艺制作的实践中，除需用双手进行制作外，还需要反复动脑研究、琢磨，才能悟出制作技巧
和技术，做出好的作品。
另外，在陶艺创作的过程中，学生可能会遇到一些问题或困难，除了老师适当的指点或帮助外，完全
需要学生自己动脑解决问题或克服困难，这种依靠自己的才智和能力去完成陶艺作品的创作过程，会
促进学生的智力得到开发和提高。
　　总之，创作陶艺作品，是一个“认知——动作——认知”协调的过程，当双手从事精细灵巧的动
作时，就会把身心每个区域的活动激发起来，使大脑每个细胞、身体上每一块肌肉都运动起来，从而
使全身心得到很好的锻炼，促使手和脑更加紧密地进行配合。
这种动手、动脑，手和脑紧密配合，不仅会促使学生的手和脑功能得到充分开发，而且还会使学生进
发出智慧的火花，使心变得越来越灵，手变得越来越巧，这对学生的健康成长是大有益处的。
　二、陶艺课使学生所学知识有用武之地　陶艺课的学习，可以使学生将所学到的知识运用到陶艺作
品创作之中，使学生所学知识有用武之地。
　　如《用拉坯法制作陶瓶、陶罐》一课，学生除需要动手在拉坯机上进行反复实践，在实践中领悟
其操作技巧，掌握其制作技术外，还需要随时对陶瓶、陶罐进行测量，量一量陶瓶、陶罐的高度、口
的直径、大小，做盖子时还需要用到圆规，需要认真计算，才能确定盖子的大小等等。
另外，如何才能使陶泥干得又快又不出现裂缝，如何使陶泥在收缩时不变形，如何掌握烧制陶器作品
的温度等问题，都需要用到许多物理方面的知识。
又如，在陶艺作品的创作中，造型涉及到更多方面的知识，不仅需要运用到平面几何知识，还需要运
用到立体几何知识，更需要运用到三维立体透视知识和美术知识，才能创作出一个陶艺作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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