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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康德把世界分为“事实世界”与“价值世界”，事实讲世界“是什么”，价值讲“应该是什么”
，也有哲人认为人类与客观事物的一切关系分为事实关系、价值关系和行为关系三大类，中国传统文
化则强调了“道”、“象”、“器”三位一体的哲学认识方法。
从这些认识出发，我以为要上好一堂课，除了对学情的分析外，要考虑教什么、怎么教、为什么教，
换言之，要从事实、技术、价值三个层面去思考去实践，这样的教学才会是有效的。
为了使阅读者对这三个层面引起更大的关注，我把这几十个案例根据研究的侧重点，分别从三个层面
来呈现，力求一个案例谈透一点。
每个案例的标题旁，以一段文字显示该案例“观教对话”中相对重要的观点，以给阅读者留下更深的
印象。
　　“田野研究”是社会学、人类学和考古学等研究领域最基础的研究方法，从田野研究的立场出发
，我们应从“田野”与“文本”两个维度来高度重视研究的初始状态，从观课、记录、评课、反思、
分析，直到研究的文本化。
本书正是试图在对大量原生个案的搜集、整理的基础上，进行实证性的分析，一方面突出对教学经验
的感性描述，另一方面力求通过规范化的、理性的话语来呈现，把“教学现场”建构成一种特定的研
究空间，去观察、思考，力争通过“观教对话”，发现研究对象本质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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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谭轶斌　1969年生，上海市教委教学研究室中学语文教研员，上海市青语会会长，上海市首届名
师后备成员，于漪语文名师培养基地学员。
先后四次荣获上海市和全国课堂教学及科研论文评比一等奖。
曾赴珠海、西安、大连、玉溪、香港等十几个城市为同行作过二十多次公开教学及专题报告。
专著有《教师的语言修养》，参与编写《教师人文读本》等，是上海市二期课改初中语文基础型教材
特约撰稿人。
近几年在《语文学习》、《中学语文教学》、《语文教学通讯》等各级各类杂志上发表文章近三十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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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前言第一编　事实层面——透过表象的世界有人会，登临意父亲都是高大、伟岸的吗?读书须知出入
法自我觉醒的野百合舞蹈出生命的激情不必绷起脸来学鲁迅“形而上”与“形而下”文言文是一只难
以下咽的馒头吗?知人论世是文本解读的钥匙感受魔力“有形”与“无形”“呐喊”之前是“寂寞”课
有厚薄之分吗?垂直拓展与水平拓展天高任鸟飞开心就好?“哈姆雷特”不是“哈利·波特”第二编　
技术层面——穿过交叉小径的花园勾画教学的蓝图细细把玩“紧要处”不可“得意”而“忘言”学生
是上帝水的载歌载舞使鹅卵石臻于完美诗是培养趣味的最好媒介诗歌教学岂可教条化看了又看语文课
就应该是语文阅读发问得好也就是教得好学起于思，思起于疑教室里的“低气压”互动，使课堂具有
生命力语言不是无情物一草一木总关情从“莫名其妙”到“名其妙”让思维去碰撞第三编　价值层面
——拨开形而上学的迷雾文体意识不可无诗意小说，品出小说诗意淡化与深化“负价值”与“正价值
”语文教师万不可与小贩为伍语言不仅仅是工具感受具有中国元素的乡愁人乎诗内，出乎诗外难道形
式也有意味?内容与形式——一枚硬币的两面把准科技作品的脉搏给学生一堆金子还是一个金手指不妨
让教育变得“野性”一些圣地在追求之中(代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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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有人会，登临意　　与其说这是一种“登高”，不如说是一种精神的朝觐。
中国古代文人的“登临意”，我们要带领学生去好好地“会”一“会”。
　　教学现场　　《登高》　　教师：刚才我们了解了《登高》的写作背景。
接下来我们先来赏析前两联。
自读这四句，说说这四句诗描写了哪些事物？
　　学生：写了风、天、猿啸、渚、沙、鸟、落木、长江等。
　　教师：一共写了八种事物。
这八种事物分别有什么特点？
诗人分别用了哪些词语来描绘它们？
　　’　　学生：风是“急”的，天是“高”的，猿啸是“哀”的，渚是“清”的，沙是“白”的，
鸟是“飞回”，落木是“萧萧下”，长江是“滚滚来”。
　　教师：在这短短的28个字里，诗人描写了八种事物，每种事物各有各的特点，这些各有特点的事
物很好地传达出了诗人当时的感情。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句“风急天高猿啸哀”，看看这句渲染了怎样的氛围？
　　学生：渲染出一种寒凉凄苦的氛围。
　　教师：何以见得？
　　学生：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曾经写到“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可见刮
风是秋天的季节特征之一，而江边的风又要比其他地区大得多，江边高处的风就更大，再加上诗人年
老多病，当然会感到秋风特别猛烈，所以一个“急”字用得很传神，它也寄寓了诗人当时的深切感受
。
秋风本来就是凉的，而江边的秋风要比其他地方更凉，江边高处的猛烈的秋风就会特别地凉，所以年
老多病的诗人站在江边高岸上当然会感到彻骨的凉意。
　　教师：这种寒凉，不仅是身体皮肤的感觉，更是诗人内心的感受，这里所写的不仅仅是天凉风凉
，更主要的是诗人的心凉。
　　学生：刚才同学觉得“急”字用得好，我更欣赏“高”字。
诗人站在江边高岸，抬头远望，见到的是高远的天空。
本来秋日的天空往往会令人有神清气爽的感觉，但景物给人的感觉是因人的心情而异的。
对于心情愉快的人来说，秋日的天空是令人神清气爽的，而对于被国难家愁所困扰，同时又疾病缠身
的诗人来说，秋日的天空却显得那么高不可及。
　　教师：一个“高”字，写出了诗人心中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孤苦无助的凄凉心境。
那么，为什么要用“哀”来形容“猿啸”呢？
　　学生：夔州一带多猿，鸣声凄切，有首诗中写道：“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
”所以诗人在此写到了猿啸，并且用“哀”字来描写，一个“哀”字，不仅写出了猿鸣的特点，而且
也传达出了诗人心中的浓浓哀愁。
　　教师：很有道理，诗句真正做到了寓情于景，情景交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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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本书试图通过对大量原生个案要的搜集、整理，进行实证性的分析，把“教学现场”建构成一种
特定的研究空间，通过“观教对话”，发现研究对象本质性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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