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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01年新课程改革启动之后，随着语文课程理念、课程目标、课程内容、教学方式和评价方式的
变革，小学语文教师在新课程实施过程中遇到了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性问题，有的一线小学语文教师
甚至发出了“语文课越来越不知道怎么教”的感叹。
如何提高小学语文教师实施新课程的能力，促进小学语文教师与新课程共同成长，已成为确保语文新
课程有效推进的核心问题。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基于近年来组织小学语文教师开展语文新课程研修活动的经验，在充分吸
收语文课程改革研究的理论和实践成果的基础上编写了这部《教程》。
　　这部教程是为在职研修的小学语文教师专门设计的。
它力图体现“实践反思取向”教师专业发展的理念，正视教育情境的复杂性和教育问题的整体性，力
图引导小学语文教师从多个视角去理解和审视小学语文课程与教学活动；从小学语文教师所面对的真
实的教育情境出发，从存在于真实教育情境中的具体的语文教育问题入手，力图引导教师借助现代教
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文学的研究成果，从不同的理论视角，重新审视自己习以为常、司空见惯的
各类语文教育问题；引导小学教师重新理解语文教师的专业角色特征，反思和重构知识结构；重新理
解语文学科和语文课程，建立新的语文教学目标观；重新理解学生的语文学习，构建新的语文教学观
；重新理解语文评价的价值、功能和方法，构建新型的语文评价观。
因此，在每一个章节，我们都试图从具体的案例弓I入，通过案例揭示问题；然后进一步提供相关理论
，帮助教师理解问题，寻求新的解释；最后再回到具体的案例，回到真实的教育情境，力图引导教师
在实践中反思，在反思中提高。
我们把这一研修思路简称为“真情境--小问题--高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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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教学基础》全部内容都是基于大量的文献检索和现场调查，是作者近几年来的研究成果，
具体包括了：语文教师的困惑、语文课程究竟改了什么、语文课程因何这样改、理解语文学习中的“
差生”、“错误”也是一种资源、识字教学的改革实践等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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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编 认识、理解你自己第一章 语文教师的困惑第一节 “语文课越来越不会上了”一、小学语文教
师的困惑二、如何看待教师的困惑第二节 看看你“所采用的理论”一、教师的知识与教育改革二、识
别你“所采用的理论”第三节 检测自己的语文教师专业素质一、语文教师的专业素质二、当前语文教
师素质存在的问题三、检测自己的语文教师专业素质第二编 理解语文课程第二章 语文课程究竟改了
什么第一节 语文教学内容的变革一、识字教学的变革二、阅读教学的变革三、作文教学的变革第二节
语文学习方式的变革一、自主、合作、探究学习二、如何改变学生的语文学习方式三、案例与讨论第
三节 语文教材观念的变革一、是“教教材”还是“用教材”二、语文教材的选文类型鉴别第三章 语
文课程因何这样改第一节 建构主义与语文教育一、从“鱼牛”的故事说起二、建构主义与语文知识观
的转变三、建构主义与语文学习方式的革新四、建构主义与语文教师角色的转换五、案例与讨论第二
节 后现代课程理论视野中的语文教育一、案例二、后现代语文课程目标三、后现代语文课程内容与实
施四、案例与讨论第三节 语文教育中的人文价值取向一、案例二、语文教育中的科学主义倾向三、语
文教育向人文性的复归四、案例与讨论第四节 语文教育中的解释学与接受理论一、一个课例引发的争
论二、视野融合的阅读教学解释学三、接受理论四、案例与讨论第三编 理解学生第四章 理解语文学
习中的“差生”第一节 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一、自我效能感二、成就动机理论三、外部奖励机制四、
动机水平第二节 认识学生发展的潜能一、最近发展区二、多元智能第三节 提高认知活动的监控一、
元认知概述二、元认知的要素三、元认知的发展第四节 案例与讨论第五章 “错误”也是一种资源第
一节 “错误”的存在价值第二节 “错误”的研究方法一、确定研究问题二、分析研究问题三、实践
反思第三节 “错误”的案例呈现一、教学案例的含义二、教学案例的作用三、教学案例的撰写第四节
案例与讨论第四编 思考教学，改进实践第六章 识字教学的改革实践第一节 识字教学中的困惑一、教
师的困惑二、造成困惑的原因及走出困惑的思考第二节 上出有文化底蕴的识字课一、汉字概说二、识
字教学的汉字文化传承使命三、在识字教学中融入汉字文化第三节 有益的尝试与思索一、教师的实践
二、实践带来的思索第四节 案例与讨论第七章 阅读教学的改革实践第一节 阅读教学中的困惑第二节 
文本你解读好了吗一、一位教师的教学反思二、关于文本解读三、如何解读文本第三节 “阅读教学”
只是学生的“阅读”吗一、一位教师的教学感言二、学生阅读需要引导三、教师角色作用的缺失四、
教师的作用第四节 学生的体验从何而来一、引导阅读期待二、学生与文本的对话是关键第五节 案例
与讨论第八章 作文教学的改革实践第一节 作文教学中的困惑一、教师的苦恼与困惑二、学生的苦恼
及其原因三、要研究的问题第二节 学生“为什么写”作文一、忽视“为什么写”所引发的问题二、让
学生知道“为什么写”第三节 学生为什么感到“没的写”一、“假”没的写二、“真”没的写第四节
作文教学中的语言问题与评价问题一、由语言问题想到的二、由批改问题想到的第五节 案例与讨论第
五编 理解教学评价第九章 教师的评价观第一节 重新认识评价的目的与功能一、语文课程评价目的的
转变二、语文课程评价功能的转变第二节 正确把握语文评价的要点一、识字与写字的评价要点二、阅
读的评价要点三、写作的评价要点四、口语交际的评价要点五、综合性学习的评价要点第三节 以纸笔
测验为手段促进学生学习一、命题技术的改进二、对考试结果的使用第四节 以档案袋评价促进学生学
习一、什么是档案袋评价二、档案袋中应该收录什么内容三、如何对档案袋进行评价四、谁是档案袋
的主人五、对档案袋评价的反思第五节 案例与讨论第六编 教师的发展第十章 语文教师的持续发展第
一节 课程改革与教师的专业发展一、课程改革与教师专业发展的关系二、教师个体的专业发展第二节
促进语文教师自我发展的元素一、问题意识二、反思自我三、学会合作四、体验生活主要参考文献后
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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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四)变“静态”教学为“动态”教学　　这里的“静态”教学有两层含义：(1)指对所有课文都进
行分段解剖、客观分析的“机械式”做法，即以帮助学生认知客观存在于社会当中的语音、词汇、语
法、语义等语言形式为目的的分析讲解的教学方法。
(2)指课堂上，教师照本宣科，不能根据学生的表现对自己的预设做出适当调整的僵化的教学方法，即
单向式灌输的教学方法，又称“注入式”教学法。
　　与之相对，“动态”教学则指：(1)在对文本的解读中强调整体感知，通过学生的体验感悟，追寻
文本背后的情感内涵。
通过阅读学习不仅要学习一些语言形式，更要获得审美体验、情感熏陶。
(2)课堂上，动态教学则指教师做好充分预设的同时，能根据学生的表现及时调整自己的预设，与学生
平等交流、对话的教学方法，又称“对话式教学”。
　　有关变“静态”教学为“动态”教学的第一层含义，我们在前面已经有较多的论述，具体可以参
阅本节第(一)(二)部分。
这里我们主要分析变“静态”教学为“动态”教学的第二层含义。
　　《课标》提出：“阅读教学是学生、教师、文本之间对话的过程。
”对话教学的思想给课堂中师生的角色以重新定位。
在对话式的阅读教学中，师生是互为主体的两方，师生的地位是平等的，但同时教师又是“平等中的
首席”。
“师生正如围绕在圆桌周围的‘董事’，他们都具有决定与执行的权利，他们之间相互制约，而教师
的作用则可表达为首席执行官”①。
阅读教学中，教师需要恰当地处理好这种关系，既不能高高在上，又不能完全置自身于学生中，忘却
教师的职责。
　　学生是具有鲜活生命力的个体，他们有各自独特的个性，有自己判断是非的能力，有自己的知识
经验背景，有自己的成长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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