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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堂教学是实施素质教育的主渠道，谁抓住了课堂，谁就抓住了教学工作的关键。
传统的课堂教学过于强调教师的主导作用而忽视学生的主体作用，过于强调基础知识、基本技能的教
学而轻视对学生情感态度与价值观的培养，过于强调接受学习而忽视学生的主动参与和探究性学习。
随着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的学习方式正在发生着积极的变化，课堂
开始活泼了，教学形式丰富多彩了，教学手段逐步现代化了。
但是，在具体的课堂教学实践中，在某些地方、某些学校出现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的趋势。
课堂教学过于重视教学形式而轻视教学本质，由过去的“满堂灌”变成现在的“满堂问”，由过去的
一支粉笔、一本书变成现在对多媒体教学方式的滥用，由过去的以教师为中心到现在出现忽视教师作
用的现象。
通过对当前课堂教学现状的分析和对传统教学观的反思与批判，我们认为，目前课堂教学存在的问题
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教学过程中教师、学生、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手段等诸要素配置不合理、关系不和谐，要
么缺少或者弱化了某些方面的因素，要么某些方面超越了现实需要而做得过分了；二是教学要素之间
缺少有思维含量的交流和对话，学生没有形成积极的思维品质。
在学习和借鉴斯滕伯格思维教学理论、布鲁姆掌握学习理论和建构主义理论以及叶澜教授“新基础教
育”课堂教学改革理论，总结近几年来各市、县、区课堂教学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建设
“和谐高效思维对话”型课堂的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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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说，教师是长大的儿童，但事实是一个成年人不可能再复归于儿童，这是自然规律，谁也改
变不了。
但是教师应该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把儿童的真实学习过程再现出来，他应该非常清楚地知道孩子是怎
样进行学习的，怎样可以帮助孩子完善对世界的准确感知。
而要做到这一点，掌握学生的心理和思维发展规律是非常重要的。
　　（一）儿童的科学学习带有顽强性　　儿童通过亲身的经历，努力获得与日常生活观察相一致的
理解。
对于儿童而言，如果这一理论暂时管用，在他看来行之有效，又是他经过一番努力才得以构建起来的
，那么他是不会轻易放弃好不容易才形成的概念和理论思维的。
所以我们经常可以在课堂上看到这样的现象：当儿童通过实验所得到的证据与自己原来的想法相矛盾
时，他们经常或者忽视不一致的证据，或者以歪曲的方式注意这些证据。
通过修改证据以适合于他们的“理论”。
当这些异样的数据引发教师教学的挫折感甚至引发慌乱时，那只能说明教师并没有很好地预知到儿童
科学学习的顽强性。
教师应因势利导，让学生明白科学探究过程不会一帆风顺，其中会有曲折甚至挫折，在亲身体验中感
受到人类科学发展的艰难，从而锻炼他们不畏困难、坚韧不拔的意志，并进一步激发他们的创新意识
、实践能力和热爱科学的情感。
　　（二）儿童的科学学习会随不同的情境而发生动摇　　儿童所累积起来的科学知识，往往是在一
个个具体的情境中所逐渐形成的，而非纯理性的演绎推理。
由于儿童思维发展尚处于具体运算阶段，形式运算能力还相对较弱，不能理解和运用抽象的概念。
因此，儿童的科学学习主要以描述性探索为主，即从现实出发，以所获得的相关知识经验为基础来进
行归纳和推理，形成对于事物或现象特征的认识。
这种受年龄特点限制而形成的基于现实情形的学习模式，对于培养学生尊重事实、讲究证据的科学精
神无疑是有益的，但往往也容易导致儿童在不同的学习情境中形成不同的科学理论，而不去理会这两
种理论是否合乎逻辑。
比如，儿童在解释人穿毛衣为什么感觉到热的时候，往往都认为毛衣本身会发热，但在解释用棉被包
裹棒冰使它不易融化时，又会得出棉被不可能产生热量的结论。
这个时候教师要抓住时机，让学生讨论、思考、实验，一定会收到较好的教学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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