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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扎根中小学，传播与广大中小学教师在教学活动中的实践研究成果，切实为广大教师改进教学实
践提供专业发展服务。
全书共分九章，内容包括：新旧课堂转型过程中的教研组教研、教研组有效教研的理论与实践探索、
以信息卡为纽带的兴趣教研创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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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探索篇  第一章 新旧课程转型过程中的教研组教研    第一节 教研组教研的历程及其贡献    第二节 传统
教研组教研面临的挑战    第三节 课程转型期教研组教研的多维比较  第二章 教研组有效教研的理论与
实践探索    第一节 有效教研活动的要素分析    第二节 有效教研组建设的案例诠释  第三章 以信息卡为
纽带的兴趣教研创新    第一节 困惑：教师教研没有共同兴奋点    第二节 突围：信息发布自愿结伴做教
研    第三节 保障：制度与文化双建设促教研    第四节 效果：教研成为乐此不疲的生活  第四章 以项目
组为单位的项目教研创新    第一节 动因：课题研究唤起教研新体验    第二节 行动：项目立项招标组建
新团队    第三节 特色：全程导控多维目标促发展    第四节 效果：教师在项目组中迅速成长  第五章 以
关键事件为核心的专题教研创新    第一节 关键事件的内涵与特征    第二节 关键事件的类别与分析    第
三节 捕捉关键事件的意义与影响案例篇  第六章 以信息卡为纽带的兴趣教研案例    “解方程”一课的
教研叙事    小小信息卡的“灵动”    信息卡在“分享”中闪亮    BBS兴趣教研中的“项目学习”    一座
架起沟通与双赢的桥    “小小一粒米”教研活动中的新发现    信息卡“招”、“找”乐趣多    信息卡
让思维“动”起来    学生多样思维的一次有效呈现    融智解惑的帮手    让“泡泡”吹起来    信息卡的自
述    精裁细剪，量身打造称心的课堂  第七章 以项目组为单位的项目教研案例    都是“游离”惹的“祸
”    只因有了“生命”的运动    组合式校本教研使我们今天这样做  第八章 以关键事件为核心的专题教
研案例    聚焦语文课堂教学中的师生有效互动——以《上海的弄堂》教学研讨为例    教师该如何面对
课前预设与课堂生成不一致的情况——以(创编童话故事：快乐的小动物》教学研讨为例  第九章 创新
校本教研的感悟与心得    创新校本教研面面观    与盲目名师崇拜说再见——我眼中的以关键事件为核
心的教研    信息卡伴我一路幸福走来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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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信息卡作为教学与教研之间信息相连的纽带，它融合教、学、研、训的信息为一体，形成教研兴
趣的出发点、生长点、推进点。
这样，学校在对教研活动进行管理的过程中，要抓的一个关键环节，就是要有足够的能满足教师发展
需求的信息产生，要培育起教师自找、自察、自招、自聚教研信息的习惯和意识。
因此，我校下移教研管理的重心，以落实课程目标为信息产生的驱动力，以课堂实践为转化平台、以
信息卡为载体，作为教师之间输出与吸收教学教研需要的流通系统，近距离地“搭准”教师发展需求
。
　　信息卡以其小巧、便利等特色，很快被教师所接受，一时间，信息卡成了学校校本教研的独特风
景线。
更重要的是，信息卡使教师在个人独立教研中生成的想法（信息），能够在群体共同教研的活动中流
动起来，实现了教师之间合作、交流的三方面转变：变教师接受伙伴提问后独立思考为在平等交流中
共同研究；变听别人说课后独自琢磨为在分享与分担中共同解决问题；变教研组长孤掌难鸣为在大家
帮大家的过程中百家争鸣。
　　信息卡在信息流动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它使学校教师的教研活动少了浮夸和肤浅，更有实效
。
信息卡进入教研过程，让教师在信息的浏览中甄别、自悟，在选择中学习选择，在疑惑中生成见解，
在欣赏中得到启迪。
教师们称这种随时随地、即知即研、亦师亦生、相学相友的信息沟通为“弥散教研”，它拓宽了师师
交往的内涵，提升了师师交往的品质，让需求随时可以释放，随时可以得到响应，信息在“找”和“
招”的互动中，随着需求有目的地流动起来，教师自主发展的内驱力开始增强。
　　为了让信息始终保持鲜活的特征，能始终在教师之间快活地跳动，学校对信息的产生给予特别的
关注。
唯有信息源头不断，兴趣教研才能不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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