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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改热点·难点专题研究：综合实战活动课程开发与操作（共4卷）》包括《中小学探究教
学实践》、《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多元学习——高中教与学方式新探》、《综合实践活动课程
开发与操作》四卷。
　　《中小学探究教学实践》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实施研究性学习专题研
究”成果。
该书紧密结合新课程改革和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实际，设置“走进新课程”、“走进探究教学”、“
探究教学中教师的‘教⋯、“探究教学中学生的“学”、“探究教学的模式”、“探究教学的评价”
等6个专题，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进行论述．并精选了1O篇探究式教学案例，每课后附有专家点评。
该书全部由第一线教师和学校领导撰写，是开封市实验基地三年多来进行新课程改革和探究教学实践
的智慧结晶、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该书观点新颖，理念先进，独具特色，具有科学性、创新性、可读
性、可操作性，是广大教师进行新课程改革的好参谋、好帮手。
　　《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实施研究性学习专题研
究”的子课题“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的研究成果，它全面阐述了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的理论基础、
基本理论与具体实施方法，对国内外相关活动的产生、发展轨迹及开展现状做了较为系统的梳理。
通过理性分析与实践探索，明确了学生与教师在课题探究活动中的定位，强调学生的独立自主性，强
调学生自己设计并控制学习的全过程，并依据中小学生不同的心理特点与课题探究活动的目标，分别
对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的基本类型或基本模式以及指导策略等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了学校管理应对
开展课题探究活动新挑战的措施。
《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重点介绍了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的实施思路和方法．并在多处运用案例进行
说明，具有较强的理论价值、实用价值和可操作性。
　　《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主要面向活跃在中小学教坛的一线教师和各级各类师范院校相关专业的
学生，同时也给从事课题探究活动理论研究的人员提供一个新的视角。
　　《多元学习--高中教与学方式新探》是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教育部重点课题“实施研究性
学习专题研究”子课题“多元学习--高中教与学方式新探”的研究成果。
　　《多元学习--高中教与学方式新探》结合当前普通高中研究性学习课程的实际，对以探究为主的
多元学习进行多视角研究《多元学习--高中教与学方式新探》的第一章 主要阐述多元学习的特点和多
元学习的哲学、心理学、脑科学基础第二章 对多元学习常见的五种方式--探究学习、自主学习、合作
学习、体验学习、接受学习的含义、特点和实施过程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进行了探究、第三章和第
四章结合八个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语文、政治、历史、地理）对学科中的多元学习策略
和学科多元学习中常用的思维方法进　　行归纳与分析第五章 对多元学习评价的理念、特点以及多元
学习的评价方法和内容进行了论述。
　　该书是对黄冈市教育科学研究院主持的对黄冈市实验基地五年多新课程改革多元教与学和历年备
考复习工作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提升。
　　该书既有理论阐述又有操作案例，既有综合研究又有学科研究，对普通高中开展多元学习具有一
定的借鉴意义，对广大教师在学科中开展多元教学、适应新课程改革、有效指导备考复习工作能够起
到基础性、工具性和指导性作用。
　　《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与操作》一书是在苏州市教科院的指导下，对江苏省苏州新区实验小学
及部分学校经过五年时间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进行深入研究所取得的丰硕成果进行总结、提炼而成的
。
全书共七章十六节，着重闸述了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发展过程、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理论基础和形成
过程以及它的产生背景，并详细探讨了开设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意义、性质、目标．综合活动课程开
发的原则及实践活动的方式，主题的设计．学校对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管理以及综合实践活动课程的
评价等一系列问题．．此外，在第五章 中币点谈了如何撰写研究报告以及如何交流和展示研究性学习
成果等《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与操作》中还收录了苏州市在该项课题研究中走在前沿的相关学校的
课程实施方案、课程开发案以及综合实践活动课的课堂实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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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崔相录，1938年生，吉林省和龙县人。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第一届哲学硕士，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专门从事教育哲学、教育基本理论、重大教育改革理论与实践问题的研究自1963年参加教育工作以来
，从事中学教学工作15年，历任教研组长、教导主任、主管教学的副校长等职务自1981年从事教育科
研工作以来，共撰写和主编《20世纪西方教育哲学》“今日中国教育改革探索》“教育科学丛书》《
中学教育科学丛书》《中小学素质教育专题攻关研究丛书》《研究中学习》“中小学探究教学200例"
等专著10O多部，与他人合作撰写《21世纪中国教育展望》《毛泽东教育思想》《中国教育魂》等20
多部，发表论文100多篇，历任中央教科所理论室主任、中央教科所职称评审委员、国家教育部高级职
称评委会成员、全国大学生业余科研成果“挑战杯”评审委员等职。
1996～2001年，主持全国教育科学“九五”规划重点课题“素质教育理论与实践研究”，从2002年至
今，主持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重点课题“实施研究性学习专题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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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中小学探究教学实践》总序前言第一章 走进新课程　第一节 新课程“教学”的新内涵　一、教学
是课程创生与开发的过程　二、教学是师生交往、积极互动、共同发展的过程　三、教学既重结论更
重过程　第二节 教育观念的转变　一、确立以人的发展为本的教学观　二、树立正确的学生观　第三
节 教师角色的转变　一、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二、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
教学的研究者　三、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四、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开放
型的教师　第四节 教与学方式的变化　一、教师教学方式的变化　二、学生学习方式的变化　三、教
学情境的变化　四、学校生活的变化　第二章 走进探究教学　 第一节 什么是探究教学　 一、什么是
探究　 二、什么是探究教学　 第二节 为什么开展探究教学　 一、探究教学符合教学改革的实际，并
能满足改革者的心理需要　 二、探究教学能使班级教学焕发出生机勃勃的活力和效力　 三、探究教
学能破除“自我中心”，促进教师在探究中“自我发展”　第三节 探究教学主要方式　 一、激趣引
题自学探究　 二、解疑导拨合作探究 坫，三、明理强化实践探究　 四、激励评价引申探究　 第四节 
探究教学的原则　 一、问题性（课题性）　 二、开放性　 三、综合性　 四、过程性　 五、合作性　 
六、体验性　 七、自主性　 八、差异性　 第五节 探究教学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提倡多样化的教学
及其相互促进　 二、在多样化的科目中开展探究　 三、探究教学应面向全体学生，并关照个别差异
　 四、探究教学要积极而适度采用　 五、探究中要辩证地理解学生自主与教师指导　0六、重视探究
中学生独特的感受、体验和理解　0七、在探究过程中要强调学生之间的合作与交流　 八、在探究过
程中体验挫折与成功　 九、不仅强调探究中的动手，更要强调动脑　 十、把探究教学与现代技术（
如多媒体与互联网）相结合　 第三章 探究教学中教师的“教”　 第一节 探究教学中教师的作用　 ⋯
⋯第四章　探究教学中学生的“学”第五章　探究教学的模式第六章　探究教学的评价附录参考文献
《中小学课题探究活动》《多元学习--高中教与学方式新探》《综合实践活动课程开发与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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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课题探究活动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传统课堂教学，它不需要也不可能有统一的课本和教材。
在应试教育条件下，我们已经习惯了一个大纲、一本教材的教学模式。
这种以统一的课本为基础的教学形式强调的是对知识的记忆、模仿和重复练习，极易束缚和压抑学生
的创新精神。
　　对于我国这种以本为本、以纲为纲的传统教学的特点和弊端，现有的六位华裔诺贝尔奖获得者都
从不同的角度做过深刻的分析，指出这种教育的着眼点不是培养创新人才。
杨振宁教授曾对中国传统教育过分注重演绎法做过精辟分析。
他说，中国传统的教育是从课本上已经了解了的、抽象的原则开始，然后一步一步推演出来。
这种方法可以使学生少走弯路，使学生一步一步地、完完整整地把一门门学科学好。
但是，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胆子小，老师没讲过的不敢想，老师没教过的不敢做”。
李政道教授寄语中国年轻学子说：“我们的祖先提出了‘学问’两个字，就是要‘学问问题’，而不
是‘学答’。
现在很多青少年很注意‘学答’而不是‘学问’。
没有问题就没有发展。
”丁肇中教授针对我国基于课本知识的“应试教育”指出：“孩子在学校考第一不代表什么，至少我
认识的科学家都不是年年考第一的好学生。
我自己更不曾考过第一名，小时候父母不管我，让我自己发展。
”李远哲教授对台湾的教育提出尖锐的批评：“台湾的教育其实不是教育，而是在做训练的工作，不
断重复已经学会的东西，没有培养解决未来问题的能力。
”朱棣文教授认为：“中国学校过多强调学生的书本知识和书面应试能力，而对激励学生的创新精神
重视不够。
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学习很刻苦，书本知识很好，但是动手能力差，创新精神不足。
”崔琦教授谈到他的那些来自中国名牌大学的一流学生时说：“他们的考试成绩非常好，但我告诉他
们，做学问可不是做作业，那只是重复前人做过的事。
”他打了一个比喻，做学问就像在旷野或森林中寻找回家的路一样，需要有开创性的探索精神。
　　正是认识到了传统中小学教育中存在的这种以课本为中心的弊端，新课程才大力倡导综合实践活
动，重视发展学生的个性、特长和爱好，通过综合实践活动，加强学校与社会的合作与联系，培养学
生利用多门学科知识综合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
根据这一要求而组织开展的课题探究活动将通过一系列的科学探索活动让学生去发现科学结论，而不
是将现成的结论直接告诉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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