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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农村教师在农村基础教育质量方面起着关键作用，重视和加强农村教师的学习和培训，不仅可以
提高广大农村教师的教育教学能力，更好地落实基础教育改革的目标，而且可以促进教育公平和体现
社会公正。
为此，我们根据农村教师学习与培训的需求和特点，努力把国家新课程改革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403项
目对师资培训的外部要求与农村教师内在的相关素质的改变需求结合起来，组织部分高等学校的专家
学者、中小学教师和教研人员为农村教师开发专业发展继续教育课程资源，希望农村教师在学习过程
中，不断更新自己的教学观念，更新自己的教学行为，丰富自己的教学方法，并把自己学习的内容和
方法应用到教学实践中，努力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让学生能够在愉快的环境中学习成长。
　　尊重农村教师的实践，引导他们提升自己的实践水平，是我们所开发的课程资源期待获得的基本
价值，是课程资源开发的鲜明特色。
　　充分尊重教师的经验与知识，从教师已有的实践经验出发，让教师在学习的过程中，借鉴别人的
认识和实践，体验自己的实践感受，总结反思自己的实践经验，改造或提炼自己的实践性知识，从而
，主动构建新的知识和理念，提升自己发展的需要。
　　注重通过再现教育教学情景、讨论、交流、思考和总结等活动，让教师在熟悉、真实、具体、客
观的活动中，体会和感悟其所包含的理念，让教师在“做中学”，“学中思”，“思中做”，促使其
更深地理解和挖掘一些日常教学行为中习以为常的问题，使教师的学习过程成为一种深层次的学习。
　　始终把教师的学习及其实践问题的解决作为课程资源开发的中心问题。
课程资源内容的取舍与编排，一方面应充分关注教师原有的经验和知识， 以及他们所在地的资源，并
视这些经验、知识和资源为重要的课程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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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在学校教育中学作研究》共分九章，其中第一、第二章集中探讨教师成为研究者的使命、教师
研究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研究对教师专业发展提出的要求。
第三、第四章主要探讨教师在学校和工作实践中选择、界定研究问题及其研究活动的设计。
第五、第六章从教师实践研究的特点出发重点介绍了教师研究的两个基本途径：质的研究和行动研究
。
第七、第八、第九章重点探讨了教师研究的常用方法以及研究成果的表达方式。
我们希望通过上述内容的学习，帮助教师形成实践研究的意识，提升教师在实践工作进行研究、学习
的自主能力。
《在学校教育中学作研究》在各章的设计上既相互联系，又相互独立。
学习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学习需要和熟悉的学习方式安排学习。
可以从头开始，循序渐进地进行系统学习。
也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有选择地进行针对性的基于问题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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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三）知识经济带来教育的变化　　令深刻的历史性的变革　　知识经济时代维系人类经济生活
的不是静态的知识本身，而是知识的不断创新。
创造是人类的天性，人类经济生活的维系转向对知识创新的依赖，是对人类自身资源的依赖，从物的
依赖转向对人类自身创造性的依赖，标志着人类文明的新的历史时代。
这个新的时代扩展着和加深着对于教育的需求，导致了教育的深刻的历史性变革：宏观意义上，由于
教育需求的扩张，人口、资金、信息向教育优势地区聚集，使教育自身成为一种社会发展的经济资源
，甚至能够在一定条件下以教育的发展振兴一方经济。
微观意义上，教育需求的深化，使教育直接面向人的发展，更加关注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它所
强调的是育人的根本意义及其实现，知识本身相当的成分因其迅速变化而难以与人相伴久远，唯有知
识的不断创新才能使人学会生存。
知识经济、信息时代敞开了教育丰富的实践和它的根本意义，几乎在人类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都在
日益深刻地显现出它们与教育的直接的和根本的联系。
教育将与社会融为一体，因而是直接的，教育形成人的创新意识创新能力，从而达成人的生存和发展
，因而是根本的。
　　令文化融合　　在教育重新与社会日益融为一体的过程，发生着教育在社会各个不同层面的各方
面的各种不同文化人群的丰富联系，在这种联系中，汇集在教育之中的是积淀于不同人身上的不同文
化，教育与社会的一体化因而成为一个文化融合的过程。
“融合”不等于传递，传递的含义是单向度的，而融合蕴含着不同的文化、不同文化人群或个体之间
交互影响、情景参与、创造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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