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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语文课堂教学诊断》以丰富的课堂教学诊断案例为支撑，从对课堂教学诊断的认识、课堂教学
诊断的依据、课堂教学诊断的方式、课堂教学诊断的内容、课堂教学诊断的视角等几个方面，《语文
课堂教学诊断》系统地阐述了语文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认识，介绍了语文课堂教学诊断的操作方法，
建构了一个语文课堂教学诊断的理论体系，呈现了一组具有学科研究意义的教学实录，提供了一批语
文课堂教学诊断的典型范例，具有填补空白的学术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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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厚江，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江苏省首批教授级中学教师，全国优秀语文教师，苏州市教育科研带
头人，苏州大学硕士生导师，南京师大语文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对中学语文教学有系统、深入的研究，先后发表论文300多篇．主编、参编各级教材、教参60余种。
曾应邀在全国各地举办语文教学讲座、执教公开课300多场次。
《人民教育》《语文学习》《语文教学通讯》《中学语文教学》等刊物先后推荐为封面人物或进行专
栏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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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堂教学诊断的主要意义
 三、课堂教学诊断的类型和流程
 1．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类型
 2．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流程
 四、课堂教学诊断的策略和原则
 1．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策略
 2．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原则
第二章 语文课堂教学诊断的主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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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课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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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例】《愚公移山》教学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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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自省诊断
 【案例】《渔父》教学诊断
 2．他者诊断
 【案例】《装在套子里的人》教学诊断
 二、观察诊断和文本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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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观察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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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文本诊断
 【案例】《泥人张》教学诊断
 三、切片诊断和全程诊断
 1．切片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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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量化诊断
 2．描述诊断
 【案例】江苏省教授级中学高级教师评审课堂教学评议表
第四章 语文课堂教学诊断的基本内容
 一、教学目标诊断
 【案例】《统筹方法》教学诊断
 二、教学内容诊断
 【案例】《落日》教学诊断
 三、教学过程诊断
 【案例】《一千张糖纸》教学诊断
 四、教学方法诊断
 【案例】《核舟记》教学诊断
 五、教学效用诊断
 【案例】一节高三复习课教学诊断
第五章 语文课堂教学诊断的一般视角
 一、学生视角
 【案例】一节作文课课堂教学诊断
 二、文本视角
 【案例】《我骄傲，我是一棵树》教学诊断
 三、课程视角
 【案例】《给女儿的信》教学诊断
 四、课型视角
 【案例】《兰亭集序》教学诊断
 五、教学活动视角
 【案例】《杨修之死》教学诊断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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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面临的问题其实相当棘手。
一方面，语文课程内容的研制严重落后乃至空缺（不知道该教什么），另一方面，课堂里的语文教学
内容随意性过大（不知道在教什么）；一方面，语文教学内容的“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显著而
需要对其合理性、合法性审议反思，另一方面，语文课程标准的阶段目标，许多条目的本文含义尚缺
乏确切的解释。
在我看来，出路在于语文课程目标和“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语文课程内容研制和语文教学内
容审议反思，双向或多向的互动。
其中的一个方向，就是用体现“教师风格”或“教师个性”的“好课”来确解课程标准的目标乃至修
正目标。
也就是说，把过去和现在的一堂堂“好课”当成一个个“判例”，用哪些“好课”符合目标、哪些与
目标有差异但应该进入的、哪些不符合目标但可以接受的、哪些违背目标等情况作具体的分析，从而
使课程目标得到相对确切的解释，或作必要的修正。
　　②对教学内容的审议郭初阳老师的《愚公移山》，有足够的资格成为一个“判例”，因为它满足
一堂“好课”的标准。
语文“好课”的标准，我称之为“语文课成功的最低标准”，也就是在不考虑教学内容与课程H标关
联性的情况下，就课论课（从上课铃响到下课铃止）而提出的“好课”（区别于坏课）标准。
语文课“好课”的最低标准，就是要有合宜的教学内容：　　第一，教师对自己的教学内容要有意识
，即知道自己存教什么，并且知道自己为什么教这些内容。
　　第二，一堂课的教学内容要相对集中因而使学生学得相对透彻。
　　我是从语文教学内容的角度来分析语文课堂教学的，提出“最低标准”，是鉴丁我们语文教学中
的“坏课”实在太多，尽管有些课似乎相当生动甚至十分机巧。
但“最低标准”，只能满足于对教案、教例静态的、定性的分析；由于立足点是教师的“教”，因而
还不足以描述课堂教学中“教”与“学”的张力以及“教”的种种复杂情况。
我想借《愚公移山》，将研究往前推进一步。
　　郭老师教《愚公移山》，显然知道自己在教什么并且为什么教这些。
但在我看来，其中也有些含混的地方，需要提出来讨论：这堂课，足教《愚公移山》这篇课文呢，还
是教《愚公移山》的一种“另类”的解读方法？
换句话说，学牛是“学”教师对这篇课文的解读结论呢，还是学习一种“另类”的解读方法并据此由
自己去探询本文或者“引发思考和讨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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