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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从2001年秋季开始，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工作已经历了两年多研究、探索的路程。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曾分别于2002年和2003年组织了对国家级实验区的调研与评估，同时各地也多次对
课程改革实验工作进行了调研和评估。
方方面面的反馈情况表明，近三年来，课程改革实验区正在发生着深刻的变化。
校长、教师正越来越自觉地认识到，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传授大纲和教科书上规定的知识，学校的教育
应使学生在掌握必备的基础知识与技能的同时，引导他们形成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因此，校长、教师在学习和领会新课程理念的过程中不断深化了对教育本质的认识，逐步形成了具有
新时代特征的教师角色的定位。
教师的教学表现得更加民主、灵活，学生的学习开始趋向于主动、合作、探索和创新，生动活泼的课
堂面貌正在形成。
　　家长和社会也以积极的态度关注、理解、支持新课程的进展，形成了良好的改革氛围，但我们应
非常清醒地看到，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一项工程巨大的涉及到各个方面的复杂的社会变革，而凡属改
革就会遇到困难与阻力，就会有不同的视角和主张。
那么，什么是坚持改革的最高原则？
那就是国家的前途、民族的未来和学生的健康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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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教育的一切改革，最终要以促进人的发展、为人的发展服务作为指导思想。
一切为了孩子，为了一切孩子，为了孩子的一切，应当成为教育工作者的基本信念。
要把为学生终身发展而高度负责的精神贯穿于教育改革的始终。
课程改革的核心环节是课程实施，课程实施的基本途径则是教学，所以当课程方案确定后，教学改革
自然成了课程改革的重头戏。
为此，更新教学观念、转变教学方式，是教学改革首先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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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二、构建新颖的教研组织结构　　1.构建开放型的学校教研组，赋予学校教研组新的内涵　　综
合课程是新课程改革的一大特色，同时新课程强调要实现教师教学方式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革，这些
要求对于某个学科的某一个教师来说是难以完成的。
为此，学校应该根据本校实际情况，在完善重建已有教研组织的同时，必须积极探索建立新的教研组
织方式。
对于区域范围，可以构建联片学科教研网络，以实现教研资源共享。
在原有学科教研组织的基础上，建立区域内学科教研网络，定期就大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展开研讨，使
参加活动的教师有互动的空间，使原来个体的势单力薄的教师，走出封闭的圈子，在多途径的互动中
，发挥集体智慧，共同谋划解决问题的策略，最终实现教师的专业成长。
实践表明，这些团体性、开放性的学校教研组织在促进教师教学行为的变化和教师专业成长方面十分
有效。
　　2.建立大学、教研机构与中小学的合作研究制度，为教师的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本次新课程改
革是国内外教育最新研究成果的综合运用，势必对我国的基础教育产生一场深刻的变革。
走中小学与大学、教研机构合作之路，建立为教师发展提供智力支持的大学、教研机构与中小学沟通
及合作的制度是必然选择。
　　中小学教师实现专业化发展，需要走进学术前沿，寻觅创造、发展的新支点。
建立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关系，就教师个体而言，他们在资深教育专家的指导下，开展教学和进修，
为自身专业的成长提供了可能。
大学教师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技能、新技术，使中小学教师有机会了解和学习这些新理论与新
方法，从而获得专业发展的机会。
这种在教育实践中实现的中小学教师教育，有利于教育理论研究成果产生实际的社会效益并推动教育
理论的发展；有利于教师真正掌握科学的研究方法，成为研究者，从根本上形成创造能力和创造精神
，.让教师职业充分获得专业化的支撑。
可以说，在当今的学习化社会，怎样使教师在不脱岗的情况下能整体提高反思能力，成为研究型的教
师，建立大学与中小学的合作制度是有效的途径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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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新课程说课听课与评课》从新课程说课、听课与评课开始，具体探讨教学改革要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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