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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建设人力资源强国是我们今后一段时间的重要任务，作为工作母机的教师教育，包括职前培养和
职后培训，越来越发挥着关键作用。
温家宝总理提出，与国家民族振兴相联系的师范教育才是真正的师范教育。
我们今天的教师培训要从培养现代化建设人才的需要出发，从改革不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内容和
方法手段出发，使教师牢固树立素质教育的理念，提高自身师德与专业素养，提高实施素质教育的能
力和水平，总之，要有魂，要有力，要有效，要见诸儿童青少年的全面健康可持续的成长，这样的培
训才是真正的培训。
　　人才强教是首都教育现代化的战略，也是北京教育学院的职责。
作为首都重要的教师培训机构，北京教育学院坚定办学方向，坚持内涵发展，为成为首都人才强教的
高地而不懈努力。
2004年北京教育大会以来，我们根据“面向全体，突出骨干，倾斜农村，服务急需”的培训方针，开
展了以“绿色耕耘”为品牌的农村教师培训、以“春风化雨”为品牌的城区中小学教师培训、以市级
学科带头人和骨干教师为主要对象的培训等大规模的培训，涉及lO多个项目，每年培训万余人次。
在培训过程中，我们又在充分发挥自身优势的前提下，秉持整合资源、开放创新的理念，充分发挥首
都优质培训资源的作用，聘请了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等机构教授专家和一线中小学特级教师、中小学名校长为培训项目授课，从而积
累了丰富的培训课程资源。
为了使这些资源发挥更大的作用，既为后面我们的各类培训提供学习教材，又为其他地区的教师培训
提供参考，我们决定筛选优秀的课程内容，把教学讲义整理出来，按学科编成相对系统的培训教材。
　　我们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必须是内涵发展。
基于此，我们提出了学科建设、科研建设、信息化建设、人才队伍建设、制度建设五项攻关。
而培训课程是五项攻关的核心内容，是五项攻关的汇聚点、着力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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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依据课程标准及相关实验教材，重点分析了中学生物学课程内容主线及教学内容重点、中学生
物学教学设计、教学评价、教师专业发展等内容。
目的是使中学生物教师认识学科本质，整体把握中学生物课程，帮助他们理解生物学理念，提高教学
设计、教学实施、教学反思等诸多教学能力。
本教材立足教师教育培训，针对中学生物一线教师在实践教学中面对的实际教学困难，给予切实的帮
助，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应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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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新课程理念下的生物学教学.　第一讲 国际视野中的教育教学理论与实践 　第二讲 初中生物教
学中的观念建构 　第三讲 生物学的传递与表达 第二编 新课程理念下的初中生物学教学策略 　第一讲 
基于课程标准的动物学内容分析 　第二讲 基于课程标准的植物学内容分析 　第三讲 基于课程标准的
“生物圈中的人”的内容分析 　第四讲 初中生物课堂教学策略 第三编 初中生物学教学设计的理泥与
实践　第一讲 生物学教学设计的理论 　第二讲 生物教学目标的设计 　第三讲 生物教学内容的设计 第
四编 初中生物学教与学的评价 　第一讲 初中生物学课堂教学质量评价方法与改进建议 　第二讲 初中
生物学过程性评价与发展性评价 　第三讲 基于学业考核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 第五编 生物教师专业发
展 　第一讲 生物教学论文的写作　第二讲 生物案例与反思　　第三讲 校本教研与教师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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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学习不单纯是知识寻求，还要经常把学习内容与运用这些内容所要达到的目的联系起来。
学校教育就是通过教学活动促进学生“学会学习”。
　　“学问”就是“学习”与“疑问”。
以问题为导向的学习就是把问题作为驱动力，以培养学习者的问题意识、批判性思维的技巧，以及问
题解决的实践能力为主要目标的学习。
　　学习者在学习知识之前，首先遇到的是一个问题，在问题呈现以后，学习者会发现要解决这个问
题，还需要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并整合原来已有的知识。
一个问题的解决又引发了另一个新问题，往复循环。
学习者在解决不断出现的新问题的过程中重新整合和自主建构自身的知识，从而促使自己的知识与能
力螺旋式上升。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学习的特征就是围绕一个或一系列问题组织教学。
教育专家认为，在没有问题的学习中，学习者不过是别人知识的存储器；而在疑问中学习，学习者就
成为知识的建构者和发现者。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学习更尊重学生的个体经验以及基于个体经验的个性化的知识，注重通过交
谈和辩论，分享知识与认识，转换并开阔视角，从而形成动态的认识系统。
在这种学习状态下，排除了以教师为主导的知识灌输，在教学中教师不是给学生一个“结论”，而是
挖掘、引发不同质的疑问和想法，使其互相碰撞，体验求真、求实的渴望。
经历执著的探索、反复的碰撞、未知的困惑，直至发现的喜悦这样一个获得知识的过程。
所以，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学习有助于促进学生“学会”、“会学”。
　　以问题解决为导向的学习是以建构主义的学习观和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观点为理论基础的。
建构主义认为，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但对世界的理解和赋予世界的意义却因每一个学习者而异。
学习者总是以自己的经验为基础来建构关于现实世界的知识，或者至少可以说是在个性化地解读现实
的存在以及存在的理由。
　　相对主义认识论的观点认为：知识是相对的，并且因不同的时代、场所和学习者的个性而产生不
同的意义；科学成果是人类文化的结晶，它不是学生认识的归宿，只是获得个体认识的媒介。
由于学习者个人的经验以及对经验的信念不同，他们对外部世界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科学地认识世界，就要以解决各种问题为途径；客观地认识世界，就要进行合作与交流。
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认识这个世界，在问题解决的过程中发展对这个世界的认识。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生物新课程教学与教师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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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