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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小学新课程教学艺术丛书·新时期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十要：特级教师赵景瑞教学课例》中以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论述及新颁布的《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
引领，分为十章，阐述了教师应成为“辩证思考的哲学人”、“点燃创新精神的火炬手”、“教书育
人的园丁”、“汉语魅力的鉴赏家”、“耕耘教材的主人”、“学情的知音者”、“快乐学习的引发
者”、“学程中探学法的架桥人”、“训练学生素养的搭台者”、“课堂生成的魔术师”。
以标题点明观点，每个章节列举课例，每个课例后又以“启示”点拨，力求理论与实践完美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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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赵景瑞，特级教师，男，生于1943年10月，回族，中共党员。
1961年参加教育工作，在小学任教16年。
1988年被首批评为中学高级教师，1994年被评为北京市特级教师。
原任北京市崇文区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
北京市崇文区第12届人大代表、全国反馈教学法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学习科学研究会理事、全国希
望工程教师培训中心特聘专家、北京市语文教学研究会原副理事长、北京市义务教育小学语文教材编
著者。
兼任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培训中心特聘专家和《中国多媒体学报小学语文》杂志主编。
　　曾获全国小学语文研究积极分子、全国教学艺术突出成就奖、全国书法教育先进工作者、北京语
言文字工作先进个人、北京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
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市教育局主持编辑的《北京教育丛书》百部著书之一《小学语文阅读教学》荣
获全国精神文明“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　　多年来，主持、参与多项全国“九五”、“十五
”、“十一五”教育科研课题的研究，主要有“小学语文学法指导实验研究”、“中小学阅读学习”
、“教学艺术”，“信息反馈互动技术在教学中运用”⋯⋯　　在全国教育报刊公开发表小学语文教
学论文400余篇，约80万字，数篇论文获国家、市、区一等奖。
此外，主编、参与编写的专著还有《探索语文教学的真谛》《小学语文教学的优化与创新》《优质小
学阅读教学透视》《小学语文教学思想与艺术》等50余部，总计300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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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前言第一章 教师要做辩证思考的哲学人课例一 语文教学中的哲学课例二 一个总分段的深究课例三 解
读《猫》的三境界课例四 “孔隙”是小还是大课例五 “一辆大车往往”是少还是多课例六 从“捞铜
牛”联想到“风平浪静” 课例七 《黄河象》“否定”后的肯定课例八 激起学生思维的矛盾第二章 教
师要做点燃创新精神的火炬手课例一 赵老师的性别还用猜吗课例二 白纸并不是白色的 课例三 “我快
乐”也可以写别人课例四 “我能行”写“我不行”行吗课例五 数学题“1+1=？
”的习作课例六 写龟兔的“第N次”赛跑课例七 为什么他连中三元第三章 教师要做教书育人的园丁课
例一 “长汤勺”怎么吃饭课例二 圣雄甘地的一只鞋课例三 两个“假如你是小猴子”情境练习课例四 
“多找一角钱”怎么办课例五 继续拯救“小麻雀” 课例六 《钓鱼的启示》的真实体验课例七 香港教
师的一节课第四章 教师要做汉语魅力的鉴赏家课例一 “射”竟然可以读做“矮” 课例二 “米”字做
偏旁的变形课例三 探汉字“盾”的演变课例四 品味“给予”的人文性课例五 “把、被”句式互换的
歧途课例六 孔子、孔丘、仲尼课例七 渐进式的朗读训练课例八 从“跳”字组词看汉语的扩展第五章 
教师要做耕耘教材的“主人” 课例一 “鹬蚌相争”错在哪课例二 “惊弓之鸟”的“嘣” 课例三 “无
动于衷”在内心课例四 “鸟的天堂”是鸟热闹吗课例五 盘古“劈”天地是横劈吗课例六 表演“蜜蜂
引路”的误领课例七 “快离开我”的两层含义课例八 “杨氏之子”聪慧在哪——品重点句课例九 三
备《记金华的双龙洞》 课例十 课文中心的一场争议第六章 教师要做学情的知音者课例一 “补”睡衣
引起的笑声课例二 揣摩“让伞包”心理的跑偏课例三 “中部凿井法”示意图的反馈调节⋯⋯第七章 
教师要做快乐学习的引发者第八章 教师要做学程中探学法的架桥人第九章 教师要做训练学生素养的
搭台者第十章 教师要做课堂生成的魔术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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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意图是指导学生掌握读古诗的一种方法——把“话”变“画”。
也就是说，将诗句的意境想象出生动画面。
第一次备课时，我们先备出的学法步骤是：找诗“话”—思“话”意—“话”变“画”—悟诗情。
试讲之后，发现学生在第三步上困难极大。
到底怎样把“话”变“画”呢？
不够具体，无法操作。
　　于是第二次备学法，重点放在如何“话”变“画”的具体方法上。
摸索出先根据诗句提问题，再根据问题想诗境的方法，把“话”变成“画”。
概括为：抓话语、提问题、想诗境。
再次试教后，由于有了学生看得见、摸得者的方法，效果好多了。
可又出现了新的难题，究竟提什么样的问题呢？
靠老师提是不行的，要把提问的权力交给学生。
　　因此，我们坐下来第三次备学法，重点探索学生提什么样的问题，才能把“话”变成“画”。
经过分析，归纳出“可提什么？
”、“什么样？
”、“怎么样？
”一类的问题，学法步骤更趋具体化。
经过实际教学的检验，效果甚好，学生运用自如。
　　比如，学生抓住“松下问童子”，自问自答：“贾岛问什么？
”（孩子，我是你师傅的朋友，请问你师傅在吗）。
抓住“言师采药去”一句诗，相继问答“谁言？
”，“童子说什么？
”（先生，我师傅到山上采药去了）。
抓住“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问“贾岛还会说什么？
”（你能知道师傅具体在哪？
你能带我去找吗）。
“童子怎么回答？
”（就在这山中，不知具体在哪，我不能带您去）。
“贾岛会发出什么感慨？
”（你师傅真是个隐者呀！
我也要学你师傅那样）——俨然出现了一幅在云雾山中，一位仙翁般的老人逍遥自在采药养身养心的
隐居者形象。
以“话”说“画”，把“话”真正变成了“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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