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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诗哲》的文字无疑就是保华君独到的教育经历与教师生命历程的表达，从对教育问题的一
般性沉思，到语文教育的集中思考，班主任工作的真情体悟，再到教育的历史追忆，可谓琳琅满目。
在这里，作者并无意过多地美言保华君，他的好坏自有其文字作为见证，作者是想通过保华君的个人
经历与生命形态，借以唤起大家对从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师范生他们的教育经历和生命历程，以
此来促进对现当代中国一段大部分地区已经逝去、只有少数不发达地区依然保留的弥足珍贵的师范教
育价值的反思，而不至于让这段历史被所谓的与国际接轨这些宏大关怀所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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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蒋保华，南通市作家协会会员、如皋市青年教师读书会理事、南通市中语会会员、南通市班主任
委员会会员、江苏省中小学写作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学语文教育学会课堂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会
员，全国阅读学研究会会员。
 在《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教师博览》《教学与管理》《师道》等报刊上发表论文数十篇。
荣获市语文教学比武一等奖、全国中语会科研成果一等奖、“圣陶杯中学生作文大赛”指导一等奖、
全国德育专业委员会论文评比一等奖等奖项。
主编或参编《我的小学生活》《亲近母语》《亲近母语经典阅读》等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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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篇　教育的沉思教师是课程的创造者与开发者构建师生有效互动的课堂寻找“非正式性评价”的
声音慢说“师道尊严”又何妨让学生的精神生命自由生长——浅谈个性化教育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班
集体软管理，让师爱不再残缺精心呵护成长中的心灵品牌，学校管理的自觉追求办让学生终生难忘的
服务型学校给“留守儿童”一袭灿烂的阳光生命不能承受爱之轻第二篇　母语的守望对“多元解读”
与“过度诠释”的思考让语文课堂自由平等对话语文课堂教学结构创新谈“集体备课”备什么追求语
文教学中的本真口语交际得法又得体作文教学先“立人”再“立言”第三篇　历史的记忆教育诗哲的
追寻者通师往事——那青翠的记忆守望中国20世纪特色中学名校陶行知：让教育回归生活第四篇 阅读
的风景守望母语教育的精神家园——读钱理群《语文教育门外谈》西西弗斯的笑容——读肖川《教育
的理想与信念》给我一个支点，我能建构课程——读佐藤学的《课程与教师》一书排闼送春来．——
读王尚文《走进语文教学之门》我用黑色之睛寻求光明——《放牛班的春天》影评拯救与逍遥——《
死亡诗社》影评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天堂电影院》影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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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教育的沉思　　教师是课程的创造者与开发者　　一、课程，在反思中走向丰富　　如
今，由于新课程改革的推广和深入，人们对“课程”一词耳熟能详。
再来辨析“课程”这个概念的外延和内涵，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事实上，很多老师也的确将它悬置不论。
但恰恰是这种对课程本原的忽略，导致了课程行为的乖戾。
有不少教师，依然因袭着传统教育学的偏见，以为它就是“公共框架”的代名词，是“教学计划”的
别名。
这其实是种误会。
　　无论是“公共框架”，抑或是“教学计划”，它们都是以中央集权型的学校课程制度为特征的产
物，教育目的、教学科目、教材内容都被统摄于一体之中。
显然，这种课程，脱离了教师的教育思想地图，否定了教师的课程资源开发；也忽略了学生个体的生
命经验，拒绝了学生的求知兴趣。
它在教育活动之前就预设了课程的走向和行程，完全从制度上规定了教与学的内容。
它的特征是，教育经验划一化，教学过程定型化。
它的悲剧是，加剧了不良竞争的激化，强化了应试教育的压力。
因此，明察“课程”这一概念仍然必要。
　　要重新把握课程，首先必须努力摆脱“公共框架”的思想束缚，惟有这样才能以澄澈的心智构筑
起课程的理想大厦，从而增强课程勇气。
我们可以所拥有的教育思想、教学理念为底色，以所积累的实践经验、理论视野为前瞻，并根据自身
的教育理想与信念，去规划和设计课程的内容，并在主体的日常实践中不断调整和丰富，从而把握课
程的真谛。
我们所追求的，就是这种立足于日常教育实践的决策的课程，是同实践互动的动态的课程。
　　当然，课程的主阵地在课堂。
这就将我们的视角投向儿童，关注他们的学习状态与心理流向。
我们发现，课程其实就是课堂中引起的儿童学习经验的总体。
然而，学习经验中既有促进儿童有益成长的教育性经验，也有与成长无关的非教育性经验，还有阻碍
甚至危害儿童健康成长的反教育性经验。
这就需要我们教师能动地加以选择，努力探讨课堂情境中，儿童学习经验的文化价值及其素质。
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它是革变传统的以传递、记忆与巩同学习经验为基本形态的教学的突破
口。
然而，选择是艰难的，这就意味着，我们不仅要有常态眼光，从预定目标的有效达成度来加以衡量；
而且还需关注从学习过程中所形成的学习经验本身，衡量它们本在意义与实现价值的广度与深度。
需要提醒的是，我们除却对学习经验的价值作微型审度外，也需要从更广的社会、文化的视野去把握
儿童与经验。
我们需要思考：课程预约的学习，是受怎样的社会文化语脉的支撑？
是借助什么生活素材贴近学生心灵？
是通过怎样的活动谋得意义？
又是如何获得有价值的经验？
课程实现的课堂，是否关注了儿童本有个性的多元的价值与内容的经验？
　　然而，课程不止于课堂，从本质上讲，它是师生个人经历的自我批判的觉醒，从而创造出使自身
摆脱异化、心灵得以解放的染上自传色彩的教育话语。
无论是以学科为单位编制的内容的课程，还是以特定主题（课题）为中心综合组织跨学科内容编制内
容的课程，它们既是缤纷热烈的生命成长计划，具有自由、开放、可读可写等特征，又是师生发现并
交流教材或主题的价值和意义，并由此而生成或创造的教育经验的组织。
这实际上赋予了师生广阔的自主、自觉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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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文化内涵与个性气质，根据儿童的发展兴趣和成长需要，自由选择教材或主题，
发掘课程资源，探寻学习经验的价值，创生课程文化。
　　由此可见，课程，它不仅是计划与程序，而且是教师与儿童的经验的总体，是在师生进行创造性
活动中得以生成和发展的。
如果说，课程是趣味纷呈的跑道，学生是浪漫的旅游人，那教师就是智慧而可爱的向导，是儿童学习
的共鸣性理解者和帮助者。
如此，学习就成了使知性、文化经验本身散发愉悦气息的旅途，师生也就成了走向文化领域的共同的
探险家。
　　二、课程，在实践中走向科学　　课程学家小威廉姆?E?多尔说：“未来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而
是一个我们要创造的地方。
通向它的道路不是人找到的，而是人走出来的。
走出这条道路的过程既改变着走出道路的人，又改变着目的地本身。
”　　此话说得极富哲理又耐人寻味。
其实，课程本身只是一幅具有指导意义的地图，而不是僵硬的路线。
它不仅是一纸文本，更是身心体验，需要在课程这个富有诗意和憧憬的天空下，将美好的理念去执行
，将甜美的学习去经验，将未知的领域去探求，将主体的世界去建构。
我们要充分认识到，教师与学生都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我们共创共生，形成“学习共同体”。
在这种生命的对话中，学生带着自己的学习履历，带着个性感受，走进课堂进行款洽交流。
而教师，作为课程的主体角色，也应该得以突出与张扬。
他不是课程的消费者，也不是被动的实施者，而是积极的能动者，是课程内容的生产者，是课程愿景
的设计者，是课程文化的创生者！
　　然而，纵然我们有着强而有力的课程建构勇气，如果缺乏了目标与目的地的中间环节——课程执
行力，依然只是空有一腔热情了。
所以，我们还得自觉地将课程理想、课程知识转化为课程开发的能力，生成课程实践智慧，通过反思
叙事研究形成课程哲学，再反作用于课程实践，使课程素养始终处于动态发展中。
　　首先，是教材的解读与重组。
从静态的“大纲—教材—教参”到动态的“课程”，不仅仅是词语的变换，更意味着一种范式的转变
。
作为课程的主动建构者的教师，不必为教材的编排和内容所拘囿，既可以完成自己的个性解读，也可
以特定的主题或是课题为中心，综合组织跨时代、跨学科的内容，合成新的课程。
我们甚至可以完全绕开教材自己辑选，发现与创造出实践性研究所支撑的教材与学习经验的价值。
如严凌君老师的14册《“青春读书课”读本》，王泽钊老师的《新语文读本》。
通过对当前人文思想界的密切关注；对学科前沿的阅读，对课程内容的重新组合，对文本的解构与互
涉，对生命意义的解读，可以完成真正的圆桌对话，让师生沐浴在生动而新鲜的精神历险中，从而拓
展课程实践的疆域。
　　其次，是以教师为主体的校本课程的开发。
新课程改革背景下，施行的是国家、地方、学校三级课程管理的政策，这无疑给教师自主挖掘课程资
源，能动建构校本课程提供了可能与空间。
而教师要参与课程开发，就须确立“教师即研究者”的信念，以实践的思考方式重新探讨课程问题，
在课程开发的实践过程中促进自身的专业发展。
在以过程原则为基础的课程中，作为勤奋的学习者的教师，也得成为睿智的研究者。
面对充满不确定性的教育情境，我们得在实践的得失中不断地加以研究，成为自己实践情境的研究者
、反思者，从而获得丰富的实践性知识。
　　所谓课程开发，就是根据自己的教育构想，将教材建设与学习活动加以具体化，有策略地组织儿
童成长与发展的基础的文化经验的活动。
校本课程的开发，就要求学校成为教师、儿童、教材相互碰撞的开发场所，把学校视为人际社会制度
，要求其创造性与开发力量之充实的开发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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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本课程开发的过程中，我们要尊重自己的独特的教育理念和课程实践自由，努力摆脱消极地消化
学校所规定的课程责任的状态，摆脱作为文化、知识的传递与教学的固定计划来把握的课程框架，而
以课程开发为手段，使学校转型为帮助每一个儿童的学习与发展的负有责任的自律性机构，主动地创
造出价值与意义来。
我们可以课题或专题为载体，在教学中研究，在研究中教学，逐步实现由问题到课题，由经验到实验
，由成果到成长的可持续发展。
可以说，校本课程的开发过程，就是促进学生生命质量提高的过程，就是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过程，
也是确保课程执行力得以提升的过程。
　　最后，是充满生命活力的课堂。
我们知道，决定课程的主体是教师，课程编制的场所是学校与课堂。
学校，是贯通学习、生活、劳动、游戏，使儿童精神一言语一生命得以成长的场所，让学生在丰富多
彩的日常生活中，在温情脉脉的人际交往中，生发学习与成长的自然力量。
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习得预先准备好的文本内容，也不是作为学习结果可测的学力，而是学习活动本身
。
也就是说，我们所追求的，首先不是教什么、如何教的问题，而是追究这种学习活动是否具有文化、
社会价值的经验，这种经验是否丰富和发展了儿童所形成的社会与文化的意义关联。
　　从这个角度看课堂，它不是拘泥于学科的文本对话，而是基于复杂的社会语脉而展开的文化实践
和社会实践。
它所期待的，应该是生命相遇、心灵相约的“咖啡屋”，是质疑问难的“辩论会”，是通过对话探寻
真理的“理想国”⋯⋯而这样的课堂是现场生成而又无从预设的，它总在有序与无序的整合中发展，
在情感与理智的交融中升华。
它是一个提升师生生命质量、促进师生共同成长的教与学的乐园，是体现互动合作学习氛围的空间，
是体现教师课程实践智慧的舞台。
　　当然，这种教学方式与教育范式的转变，对教师的课程素养与果程实践智慧也提出了挑战。
在进行课程设计时，教师必须对学生及教学内容有深层次的思考与分析；在课程实施时，要及时观察
学生的表现：教材与儿童沟通的状态、学习展开过程中儿童的表情和动作的变化、师生的情绪对应关
系及其变化等，并不断调整教学策略与方法，用自己的课程实践智慧从容应对。
我们还应现实地探讨果程在课堂教学中的功能，有选择地再现课堂中的事件，分析课堂改学行为，发
现事实的含义与关联，生动活泼地反思与探究课堂教学活动，提升教学执行力。
　　综上所述，教师的课程素养，是教师对课程理念、课程实践的前瞻性认识，是正确而有效地把“
理想的课程”通过“实施的课程”转蓬为“习得的课程”的决定性因素之一，旨在养成课程实践智慧
与课呈文化的创生力。
它的获得是教师在日常课程实践中不断学习、实戋与反思的螺旋式上升过程，是对课程理念不断解构
、建构和超越内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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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教育，是小径分叉的花园。
尽管芳香四溢，春风化雨，却也绿野仙踪，蜂飞蝶舞。
教师，踯躅于心灵的迷宫中，茫然四顾；汲汲于名利的混沌里，若得若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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