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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前，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在全国各地正开展得如火如荼，以校为本的教学研究方法也得到广
泛运用，其中，以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学校所面临的各种问题为研究对象，着眼于在真实的学校情境中
发现问题、研究问题、解决问题的行动研究模式受到了广大教师的欢迎，为此，我们也开展了校本教
研行动研究的方法探讨。
我们以为，在教师中倡导开展“课例研讨”、“小课题研究”就是一种行之有效的校本教研的形式。
基于以上思考，我们开展了以下三种形式的校本教研方式探讨：　　1.一人同课多轮　　“一人同课
多轮”基本采用的就是上海王洁教授所提出的“三个阶段，两次反思”的行动模式。
在这一模式中，执教者经过“教学设计——执教——倾听评论和建议——二次执教-_反思——撰写教
育叙事——三次执教——再反思”这样一个过程，对改进自己的教育教学思路、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
水平起到了强有力的推动作用。
这样，校本教研就转化成了与教师日常教学生活密切相关的校本学习和行为改进。
　　2.同课异构　　“同课异构”的具体研究方法是：教师分小组将相同的课题，采用完全不同的构
思、不同的侧重点进行设计，然后再由各组的教师代表阐述本组的教学设计意图，其他各组运用比较
分析的方法进行分析研讨，再由教师将教案付诸教学实践中进行论证。
引导教师将精力用在分析学生的学习特点、学习方法以及学生的真正需求上，实现师生互动，打破传
统的教学模式，从而达到将所得带给学生，将反思留给自己。
“同课异构"体现了教师的教学个性和教学创意，也能起到优势互补、博采众长的作用。
这样的课例研究形式从比较教学设计、课堂试教、研讨反思教学出现的种种问题，到提出改进策略并
付诸行动，再次实践，再次反思，教师们在设计——行动——反思——行动——反思中经历了先实践
，再反思，再进行理论升华，再实践的过程，不断地提升自身的教学水平，增强实践智慧。
　　3.小课题研究　　“小课题研究”主要是针对课堂教学中出现的问题进行的一种专题研讨方式，
是教师立足日常的课堂教学、提升教育理念、改进教学行为的行之有效的研究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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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体验新课程，教师教学观念发生了转变，教学行为发生了变化；探索新课程，教师成为研究者、反思
性实践者；享受新课程，师生教学相长，其乐融融⋯⋯多少酸甜苦辣，多少是非曲直，想向他人倾诉
，想与同行分享，“叙事”成为教师教学研究的途径和成果表达的需要，成为教师的一种生活方式和
行动方式。
     透过这些故事，我们看到教师平凡朴实而又充满生命活力的教育生活，惊喜、欢乐、顿悟、误解、
悔恨、冲突，每一个故事渗透了对教育的执着信念，渗透了对学生的真挚情感：教学中的偶发事件，
教学问题的发现，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教学现实与课程设计的矛盾和冲突，课程资源的开发与利用
，教师管理和班级管理，教学的智慧，教学的遗憾，师生关系，教学相长，合作研究，个人成长和自
我演变——教师们从多立场、多角度、多侧面记叙教育事件的每一个细节，反思自己的教育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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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第一部分　教学叙事　爱的鼓励从哪里来？
　尺子和称象　“画蛇添足”好　让“结”编出艺术之花”　多姿多彩的天气　几位科学教师合作研
究的故事　豁然开朗的感觉　导游招聘会　两种设计　水的旋律　来自“多利”的故事　保护湘江母
亲河　五彩云南让美升华　小猴子能不死吗？
　信息技术课堂的引导艺术　让德育更显精彩　在写作，也在写心　冬日的阳光　那一节课，我哭了
　“○”还可以是别的吗？
　Up to Kids　事故与故事　用“武”之地　留意教材中的亮点第二部分　生活叙事　把爱分给每个孩
子　一场没有输家的赌注　白纸上的小黑点　班主任的喜与忧　玻璃心　给后进生一个光明的出口　
阳光总在风雨后　不是每一个人都喜欢“Kitty”　当回“福尔摩斯”　一颗颗星星都是爱　“身教”
的感悟　我的课堂变了　喜欢流泪的孩子　小小纸条，传送真情　约定　不再忽视孩子们的“玩”　
一袋喉片　学会关爱童心第三部分　自传叙事　艺无止境，学无止境　渴望成长　在心的沟通与情的
交流中成长　文史相随，无怨无悔　从农村到城市　在新课程中放飞教育的理想第四部分　教育笔记
、日记　我愿做一个灯泡　学会用第三只眼　风是什么颜色的　“日久必成”个人作品演唱会　让农
村孩子同享艺术的魅力　我在国庆小学做“专家”　走入基层，发现问题　乘风破浪会有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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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实践证明，这种创意是有价值的：孩子们自由创编、自主选择角色，通过小组合作的方式表现故
事，体验同学之间交流、合作的乐趣，并能够自由想像，发挥各自特长。
孩子们通过表演故事还明白了这样一个道理：比赛不为争名夺利，而是重在参与，做人不为抛头露面
，而要脚踏实地。
　　在参观小兔乖乖博物馆及观赏班上小朋友画的《龟兔赛跑连环画》活动中，孩子们不仅了更多地
了解到有关兔子的知识及轶闻趣事，而且还通过《环保兔子》的作品感受艺术课的人文主题，使艺术
与生活、与文化、与情感进一步整合。
　　在《小兔乖乖》这一课中，我和孩子们还饶有兴趣地运用柯达伊手势，在离开钢琴伴奏的环境下
准确地移高一个调，移低一个调。
他们根据我的手势唱谱。
这样，知识技能的教学较自然地融进师生互动的游戏、活动当中。
另外，孩子们自主地选择教学环节；老师用设疑的方式与孩子们进行节奏练习，同时启发学生用肢体
语言来表现兔行锣；孩子们纷纷给小兔比赛出点子，使龟兔比赛不局限于跑步；最后，师生齐跳《兔
子舞》，在愉快的律动中享受艺术课给他们带来的欢乐。
　　通过对《小兔乖乖》一课的设计、执教，我和孩子们一样，对我国的民俗传统文化产生了更加浓
厚的兴趣，同时，我也感受到：有了兴趣的指引，学生的艺术灵感会进发出绚丽的火花。
　　罗炜老师对这次课给予了非常中肯的评价，她说：该课围绕兔子的主题，从多维度来进行体现：
如兔子的歌谣、谜语、兔行锣、兔子的图片、工艺品以及兔子的故事、兔子的舞蹈等，设计的活动比
较丰富，亦是与孩子们比较贴近的事物，故孩子们兴趣高涨，主动性较强，活动效果也比较显著。
如：孩子们在创编、表演故事的时候尤为投入，有的把小兔子骄傲自大的形象加以了夸张；有的把小
白兔表现得活泼可爱、谦虚谨慎⋯⋯在种种过程中，孩子们的思维是运动的、活跃的。
但是，这次课也生成了许多问题。
首先，这是一堂体现综合艺术的课例，在课的综合方面，还应该让较丰富的艺术活动更有机地结合起
来，使之自然、融洽，不要让活动形同虚设，也不要让活动束缚孩子们的思维与手脚。
如何使孩子们自主地提出问题，如何让孩子们自发地设计活动，仍然是该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个问题
，也是在以后的教学当中所应该探求并解决的问题。
　　于是，在第二次课例中，我便有了更进一步的探索⋯⋯　　四、第二次课例　　2004年上期，我
第二次执教了《小兔乖乖》，全程由中央电视台委托长沙市电教馆拍摄。
不同的授课对象，不同的教学设计，体现相似的人文主题及学习目标：师生有兴趣地收集、交流有关
兔子资料，较深入地体验艺术与生活、艺术与情感、艺术与文化之间的联系，体验艺术课的无穷乐趣
。
学生在主动参与故事创编、表演的过程中，分享与同学合作及创作表演所带来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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