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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我们能否从容地面对和适应新时期教育发展的新形势问题，在于我们的教育研究视域是否逾越了
时代和人类的发展高度。
弹性化、优质化和国际化大视界的教育思潮，是教育研究始终需要把握的最高维度，也是教育研究永
恒的使命！
　　发展催人奋进，演绎更加精彩的教研发展新篇章，是时代赋予我们每个教研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在五彩缤纷的教育科研视域里开辟现代教育研究新纪元，是增强中国教育发展竞争力的捷径和要求。
　　《教育研究大视界（下篇）：教育研究实践论》崭新的教研内容和富有实效的教研方法带您以多
维的视界高度进入教育的全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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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针对大多数学生习惯于逐字逐句这一低效的阅读方式，在课上引导和加强学生使用整体法阅读。
所谓整体法阅读，指的是&ldquo;阅读时注意力不是集中在每个个别的词语上，而是直接集中在完整的
篇章内容上&rdquo;。
为确保学生使用该方法，选用生词量适当（5％以下）、篇幅适中（800-1000词）的阅读材料，要求学
生不查阅字典，在规定时间内（8-10分钟）完成阅读和相应的理解练习。
由于时间有限，又不准查字典，学生在阅读时不得不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文章内容的预测和理解上，从
而忽略甚至顾及不到一些生词及语法现象的细节问题。
从对文章的整体把握来看，这种方法还是较有效的，729／6的学生认为此法优于逐字逐句对整篇的理
解。
但也有部分学生表示担忧：&ldquo;这样的阅读是快餐式的，印象并不深。
碰到有些细节的问题，就必须回头去找，也是个麻烦&rdquo;；&ldquo;读完（眼睛扫了一遍）之后，
常常不知其究竟说了些什么内容，所以做后面题目时，还要回（去）读文章，效率颇低&rdquo;
；&ldquo;习惯于逐词的默读，加快阅读速度后感觉理解降低，做题凭大概印象猜&rdquo;。
看来，阅读速度的提高有赖于信息处理自动化程度的加强，而且要紧密结合阅读目的变换阅读方式。
　　除了在课上纠正不良的阅读习惯，还要根据本校图书馆的藏书，向学生推荐教授快速阅读的中译
本图书，使学生了解阅读的过程和原理。
由于课上时间有限，要求学生在阅读这些辅助材料的基础上利用课余时间进行自我训练，并写出读书
报告和体会。
许多学生认为很有收获，也有学生在实践中遇到这样那样的问题，归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类：一是了
解方法并不等于掌握方法。
许多学生反映，知道了改进的办法并不能保证他们按新方法去做。
认知心理学把知识分为两类：陈述性知识和程序性知识。
习惯行为的改变和技能的培养属于程序性知识的获得，它要在陈述性知识的基础上进行操练，直至转
化成自动化的产生式。
这仅仅开了一个头，要今后进一步设计研究如何训练的任务，以便系统地培养学生良好的阅读习惯。
二是不良的心理状态易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
这是基础薄弱型学生的共同的、突出的问题。
　　&hellip;&hellip;

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教育研究大视界（下篇）>>

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