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五年一贯制学校管理创新研究>>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十五年一贯制学校管理创新研究>>

13位ISBN编号：9787010110639

10位ISBN编号：7010110638

出版时间：2012-7

出版时间：人民出版社

作者：戴群，董辉，熊秋菊　著

页数：300

字数：340000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十五年一贯制学校管理创新研究>>

内容概要

戴群、董辉、熊秋菊编著的《十五年一贯制学校管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为例》内容提
要：本书系统总结了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近三十年来进行。
三段一体”整体教育改革过程中形成的学校管理制度创新的具体经验。
探讨这种模式得以形成的脉络因素和基本条件；并试图从理论上分析学校管理创新对于素质教育的落
实与深化所具有的积极意义，同时也评析这套管理经验自身的局限性与改进完善的可能方向，以及向
其他学校迁移的潜在可能。

《十五年一贯制学校管理创新研究--以上海市建青实验学校为例》由于像建青实验学校这样在公立学
校内部推行“十五年一贯制”整体教育改革的学校较为罕见，而这种改革试验又恰好映射出某些颇具
吸引力的教育变革方向，那就是在饱受诟病的“修补式”教育改革的常规途径之外另避蹊径，从育人
理念、办学体制、课程教学、考试评价、教育科研、教师发展乃至开放性育人系统等方面，进行整体
设计和系统优化，从而尽可能规避单项改革方案在既有教育体制逻辑之中被消解或者不同改革之间相
互冲突的弊端，真正基于幼儿和青少年身心发展的客观规律，为其一以贯之地提供公平的、优质的基
础教育服务。
这对于学校管理学的知识积累和理论更新，对于提炼具有一般参考价值的实践经验，都是十分必要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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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一、前期准备：“实施有效教学，打造高效课堂”一直是我们小学语文教研组每一位老师追求的
目标。
此次学校组织的“同课异构”课堂教学活动，正是给了我们这样一个平台，指导教师认真研究课堂教
学，及时发现问题、研讨策略；总结经验、查找不足，不断提高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提升教研组教研
的质量，为创设高质量的有效课堂教学打下坚实的基础。
明确了这一点，大家都以满腔的热情参与其中，也对自己和同伴的展示充满了期待。
　　我们首先在教研活动中进行了动员，统一了思想。
要求大家紧紧围绕提高课堂教学质量这一主线，潜心研究教材、理解教材、激活教材，解决教学中遇
到的实际困难，打开思路，真正实现同伴互助。
同时发挥教师的创造性，形成个性化教学风格，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在实施的过程中，我们通过“选定一个课题——个人教学设计——同课异构实践——评委打分点
评——课后评议互助”等环节，让每位老师都有对教材从肤浅到深入挖掘的体验，都有参与说课评课
、提出个人见解的空间，都有聆听同伴令人耳目一新的课堂的机会，都有与评委畅谈进行深层对话的
可能。
　　二、实践过程：　　课前准备：备课组先指定同一个内容，发挥组内个人教学风格，钻研教材，
进行个人特色备课，然后通过备课组讨论，强调“理性分析、个性加减”。
四年级组执教《家乡的桥》，课前，三位老师就曾参考了大量优秀教案进行集体备课，选取精彩环节
，再根据学生实际进行完善。
她们建立了一个专门的资料文档库，将教案、课件素材，哪怕是一小段教学建议或一张图片，都放进
这个资料库里再进行筛选，最后将完善后的资料库拷贝给每个人。
在各自的备课设计过程中，她们也是经常就一个过程甚至一句过渡语献计献策。
正是由于这样的团结协作，精益求精，四年级组的备课组长朱艳老师为我们奉献了一堂充满诗意的语
文课，将语文的人文性和工具性完美结合，真正植根于学生的心灵世界，给学生的生命铺上一层温暖
、纯净的底色。
　　课堂展示：同课异构要求教师精心研究教材，在课文内涵分析上下功夫，潜心钻研教法和学法，
以便各显风采，打开教师的教学思路。
二十堂语文课，老师们都努力让语文教学真正体现“语文味”，让学生在学习语文的同时得到精神上
的满足。
低年级阎骐老师在执教《荷叶圆圆》一课时，让学生动口、动脑、动手，引导学生饶有趣味地认识字
形，生动形象地加以记忆，通过丰富多彩的自主阅读与课堂个性化的展示阅读，培养学生文本解读的
能力，拨动学生主动探究的心弦，为以后的学习打下坚实的基础。
中年级范季铭老师在教学《一座铜像》时，立足于文本，从细微处入手，注重学生对语言的理解，从
字、句入手，层层深入，张弛有度，充满了浓浓的语文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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