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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里正在深入开展一场声势浩大、轰轰烈烈的课程改革活动。
这场实际上触及到基础教育方方面面的课程改革在义务教育阶段已全面推开并取得了初步的成效，高
中阶段的课改在数省区先期试点以后也将逐步推广到全国。
到目前为止，不管你对这场课程改革持有怎样的态度：赞同也好，反对也好，观望也好，怀疑也好，
支持也好，批评也好——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这场颇具规模、自上而下、鲜明地体现着国家意志
的课程改革在我国基础教育界已经产生了旷日持久的影响和震荡，全国教育领域里的每一位中小学教
师和教育管理工作者都无法回避课改的存在。
事实上，推进到今天的课程改革已经并将继续在教育思想、教育观念、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与手段等
方面对人们产生强有力的冲击和辐射，促使着人们去深入地思考学校教育最终的本质和真正的意义。
　　应该说，这场课程改革活动的理论准备、宣传发动和造势鼓吹工作开展得是有声有色、有条不紊
的。
其策划者、组织者和领导者们的课改乃至整个教育的理念、思想与主张正在按照既定的时间表转化为
现实的操作和课改的进程。
而到目前为止，在课改方面最能显示其阶段性成果的是它所无所顾忌掀起来的具有强大冲击力的“头
脑风暴”。
在这片课改的热土上，一大批“海归派”的博士们把现代西方国家最前沿的教育思想、理念和方法以
及课程改革的最新成果引入国内，许多立足本土的教育专家和课程改革专家们也恰逢机遇，把握时机
，酣畅淋漓地表达了自己的教育主张。
正因如此，有论者曾经这样说过，目前我国教育界正在全力推进的这场课程改革，其意义已不再局限
于自身，而已扩展到整个思想文化战线，恰似一场深入而持久的又一次“新文化运动”。
也许，这是不无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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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汇集全国58位特级教师、名教师以及教育专家对新课程教学提出的 100条建议，旨在解决新课程
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和困惑，将给广大一线的中小学教师进入新课程教学以深刻的启迪。
    这是一本旨在帮助广大中小学教师走进新课程，理解新课程，探索新课程和实践新课程，切实帮助
他们解决在新课程的教学实践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的学习参考书。
本书的撰稿者们从“名师”的角度，把自己学习和实践新课程的切身体会与思想精华都熔铸在每一篇
文章中。
书中文章文风活泼、亲切，不少篇章从一些课堂教学的个案或实例切入，谈天说地，娓娓道来，进而
引出对于实施新课程的一个又一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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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成平：江苏南京人，1956年生，现为江苏教育学院、江苏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江苏省教师培
训中心主任，教授，文学博士，《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
生导师。
 到目前为止，已出版、发表各类学术论著、论文110多篇(部)。
主要作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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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理主题性精彩课堂实录  83.教师只讲十五分钟——特级教师罗易主题性精彩课堂实录  84.自主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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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中探索新的评价之路  89.认清现行课堂评价存在的缺陷  90.要向创意新颖的课堂
教学学习  91.评价教改课的标准和策略  92.教师要努力成为课堂的研究者  93.努力做好发展性学生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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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教学的成功后记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课程名师教学100条建议>>

章节摘录

　　理念篇（为什么教）　　1.走向新的教师观——新课程中教师如何转变角色　　进入新世纪以后
，我国基础教育领域里的课程改革正在有声有色地全面展开。
事实已经表明，随着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和发展，一个实实在在的问题摆在了每一位教师面前：我们
应如何转变角色来适应课改的要求，我们应树立怎样的现代教师观来积极参与课改进而实现自身长远
的可持续发展?我们说，这是面对课改每一位教师难以回避的问题。
　　教师职业的功能是什么?古人的理解是：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者也。
我们说，这种理解原本是不错的。
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教师的社会角色特征的确也经历了从长者为师到有文化知识者为师，再到教
师即文化科学知识的传递者的演变过程。
在这里，教师职业功能的核心内涵就是：教师是社会上传播文化知识的人。
　　在这种教师观念形成以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教师角色被用各种比喻性的说法来加以描述
、概括和定位。
其中，较为流行的话语是：教师是照亮学生的蜡烛；教师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教师是园丁；教师要
给学生一碗水，自己要有一桶水；等等。
对于这些观点，有的论者将其概括为“蜡烛论”、“工程师论”、“园丁论”和“桶水论”。
当然，这些观点原本也是不错的。
它曾经普遍地被人们所接受，甚至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为人们尊奉的经典，成为评价教师及其
工作性质的流行话语。
但是，随着我国基础教育新一轮课程改革的全面推开，尤其是在用新课改的理念与思想对上述观点进
行重新审视和观照之后，我们就不难发现，过去的这些经典性的论断也确有不少需要讨论和商榷之处
，甚至需要给予深刻的反思性批判。
　　例如，关于“蜡烛论”。
这是人们所最熟知的，其本义似乎无可厚非。
这一说法高度评价了人民教师无私奉献的精神，对教师职业给予了崇高的赞美和肯定。
对此，我们也是认同的。
但问题是，在这一说法中，它隐含着过于强调教师照亮别人、传播知识的功能，潜台词所凸现的是一
种“生重于师”的师生关系的内涵，而新的课程改革则特别强调新型的民主、和谐、平等的师生关系
，强调教师既要照亮别人、传播知识，更要实现教学相长、发展自我，不断推动自我的提升与超越。
只有这样，教师才能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获得生生不息的发展动力，反转来推动教育教学工作的发展
与进步。
如果教师只是一味地满足于“照亮别人”而逐步地耗尽了自己，真的落到“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地步
，那么，我们说，这种结局真是相当悲壮和惨烈的——而这恰恰不应该是教师的最后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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