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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曾在某杂志上看过这样一个故事：　　一个击剑运动员询问他的师傅：“如果按现在这种练剑方
法，您认为我需要多少年可以成长为一流的击剑手？
”　　他的师傅回答：“需要10年。
”　　“那我如果用现在的两倍时间练剑，需要多少年可以成为一流的运动员？
”击剑手又问。
　　“需要20年。
”　　“那我除了吃饭、睡觉，剩下的时间都用来练剑，这样需要多少年？
”　　“那你一辈子都练不成一流的击剑手”。
师傅断然回答。
　　“为什么？
”运动员大惑不解。
　　“因为你的两只眼睛只顾盯着前方的目标，已经没有时间留一只眼睛看自己了⋯⋯”师傅一语道
破天机。
　　故事中所说的“留一只眼睛看自己”的意思无疑就是“学会反思”，即要经常并善于反思自己走
过的路、说过的话、做过的事，能够扬长避短，不断调整自己，从而使自己前方的路走得更好。
　　同理，我们的教学，也需要教师的教学反思。
我们的新课程教学，更需要教师的教学反思。
谁的反思能力强，谁就能更快更好地理解和适应新课程教学。
　　教学反思。
需要教学问题。
问题是思考的起点，如果把“？
”倒置，它就像一个钩，能勾起教师思考的兴趣。
教学是一个动态的、复杂的过程，其中充斥着许许多多、各种各样的教学问题。
特别在新课程教学中，新旧观念的摩擦与碰撞，会更多地产生一些新的教学问题，有些让教师困惑，
有些让教师为难，有些让教师迷失⋯⋯这些难题，给了教师在实践中不断尝试、体验、思考、感悟和
升华的研究课题，也给了教师施展个人才华和个人风采的舞台空间。
　　教学反思。
需要教学智慧。
智慧，一个闪动着思想光芒与生命灵动的词语，是无限创造与力量的象征。
教学智慧是教师对教学问题不断思考和深人研究的结果。
智慧的教师有灵性和悟性，对教学问题的捕捉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对教学问题的领悟具有透彻的分析
力，对教学问题的把握具有适度的平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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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新课程教学问题讨论与案例分析》呈现了一些典型的教学案例，然后由每一个案例提出一个相
关的问题，引发读者的关注、思考与讨论，然后提供一些诊断分析作为参考意见。
这样，以案例作为切人点，在教学情景中有利于充分暴露教学问题，有利于进行针对性的思考讨论，
从而使读者能比较透彻地分析问题。
此外，《新课程教学问题讨论与案例分析》提供的教学问题，有的属于正面问题，有的属于反面问题
，它们既可以“独立成章”，又可以“相映成章”，让读者多角度地思考问题，从而使读者能比较深
入地认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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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篇 教育态度篇　　第一章 教师定位中出现的问题案例与分析　　开篇引言　　在教育教学
中，教师是长者，学生应该尊敬；教师是智者，学生应该学习。
但教师不是圣者，需要学生膜拜；教师不是君者，需要学生遵从。
然而，在现实中，许多教师的定位发生了偏差，不注意教师的自我形象，不注重教师的自我发展，导
致学生“敬而远之”。
那么，新课程背景下，教师应该怎样塑造和改造自己呢？
　　问题论坛　　第一节 教师形象　　教师的形象一直都有一个基本的准则——“为人师表”。
在新课程教学中，对教师的“为人师表”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更大的挑战，从而使教师的形象与
时俱进，更加饱满、更加健康，更具有时代性和战斗力。
　　教师工作只是职业谋生吗？
　　案例呈现　　据国内一些权威学者估计和有关研究报告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群体中，对教师职
业非常厌倦的、在教学过程中经常出现与教师角色不相称行为的占相当比例，其中有一些人甚至处于
心理枯竭状态。
我们能看到有这样一些教师，初登教坛热情洋溢，善学乐教思进；三年五载停滞不前，自我效能感每
况愈下；“而立”过后迷惘不满，或屡遭挫折，心理失衡，或见异思迁，热衷家教；中年刚过就冷漠
抑郁，或消极悲观，不负责任，自叹没有活出教育生命的真义。
　　诊断分析　　导致教师教育生命空载的因素较为复杂，有付出与回报之间的不对称所导致的厌倦
、不满和心理疲劳，有理想与目标之间的错位所带来的挫折、无奈和消极适应。
此外，还有来自教育体制、学校环境和社会家庭诸方面的负面影响。
但是，教师是从事教育的生命主体，也是自身专业成长的实践主体。
一个教师活不出自我教育生命的意义，最关键的决定性因素是他本人。
　　教师地位应该位居第一吗？
　　案例呈现　　在一个“参与式”校长培训班上，培训的主题是“如何转变教育观念，确立学生中
心地位”。
一位校长被要求回答一个情境性题目：当一位教师与一名学生发生争执，到校长室去评理的时候，校
长该批评教师还是批评学生？
据说这位校长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当然是批评教师，因为学生是学校的主人。
　　诊断分析　　在一些学校里，他们似乎是在直接服务于学生了，似乎把着眼点也全都放在学生身
上了，但是，他们却往往很不理智地抛开了教师。
当强调学生主体、学生中心的时候，我们应当把教师放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教育是塑造人的事业，以学生为本，塑造他们美好的人生，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这一切都只能通过教师来完成，用幸福去塑造幸福，用美好才能塑造美好，“亲其师”才能“信其道
”，任何关爱都必须经过人的传递才会显得真切、动人，谁都没有办法改变这一点。
罗森柏斯国际集团老板豪尔认为，当公司把员工放在第一位的时候，员工就会把顾客放在第一位。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新课程教学问题讨论与案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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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