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1年10月27日 星期三 责任编辑 陆洲 美术编辑 吕宏
E-mail：luzhou0120@126.com 6

上海教育丛书推荐■

全书依据研究、指导、

服务这一教研工作主线，

首先阐述教研工作的实施

要点及转型发展，明确项

目研究的途径和价值，并

对 日 常 教 研 进 行 系 统 研

究；然后讲述教研活动的

组织实施，以此为载体对

指导、服务工作进行剖析；

最后讨论教研管理，提出

教研管理的基本规范和具

体操作。所有论述皆以举

例说明或操作示范的方式

作出注释，具有很强的可

读性及亲和力。

夯实教研基础 助力教师成长

Excerpts
精彩书摘

备课是实施课堂教学的
起始环节

备课包括集体备课和个人备课。备

课工作的核心任务是把简单问题丰富

化，使教材从薄变厚。为此，备课时必须

准备足够多的资料，比如与教科书有关

内容类似(相仿)的辅导材料2至3本以及

必要的资源，通过备课一般应使每节课

的教学内容有80%左右来自教科书、20%

左右来自其他资料。备课的关键是要梳

理出上课的思路，年轻教师必须特别重

视备课环节，要通过备课活动执经叩问，

丰富自己的人生和学识。而叩问的重要

场合就是备课组，因此要积极开展备课

组活动,培育同伴互助、乐于研讨的良好

风气。

备课组活动是集体备课的基本形

式，研讨的主要项目有：分析本节课的教

学背景(如学生学习现状、同节内容教学

已有经验等)，确定本节课的教学任务(如

教学目标、教学重点和难点等)，讨论如

何实施本节课的教学，以及对本节课教

学效果的预估。备课组活动可围绕课例

进行，关键是有“话题”，利用话题引导组

内教师进行研讨；研讨时须有主讲教师，

以形成有序研讨的氛围。主讲教师应充

分认识到：备课是说服其他教师的工作，

也包括说服自己；对一项教学内容的认

识，教师通常是站在终点看，而学生是站

在起点看。由此强调，备课一定要有学

生视角，对课堂的驾驭要做到胸有成竹，

直到游刃有余；备课一定要有系统视角，

对教学的进程要全面考虑、周密设计，以

确保有效引导与动态生成。

说课是课堂教学研讨的
一种方式

说课的常见类型有两种，即预测性

说课和反思性说课。关于说课的实施，

简而言之，预测性说课说在上课前，一般

是基于“假设”，可按照“教什么”“为什么

这样教”“教学中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等要点进行；反思性说课说在上课后，一

般是基于“证据”，可按照“我想教什么”

“实际上我教了什么和怎么教的”“什么

原因”等要点进行。

预测性说课的基本内容，通常包括：

说课程标准和教材，说教法和学法，说教

学流程，说板书设计。关于预测性说课

的基本流程，通常如下进行安排。首先，

进行教学任务分析。教学任务分析包括

对课程标准进行解读，以把握教学基本

要求；对教材特点和学情特点进行分析，

关注教材的逻辑体系和学生的认知规

律，以凸显教学的结构。然后，指出所确

定的教学目标，提出教学重点和难点。

接着，再说教学过程的设计，包括呈现教

学流程，展示教学活动设计，说明活动中

教师怎么教、学生怎么学、为什么、怎样

评价。这一环节注意突出教学重点的方

法和思路，指明突破教学难点的方法和

思路，指出作业的设计，展现教学目标导

向活动。最后，说板书设计。在板书设

计的陈述中,应体现概括性、指导性、程

序性和艺术性。

说课还应注意以下事项：一是说大

的方面,不说细枝末节；二是说教学内容

时要精细,不要粗犷；三是说教学过程时

关注重要环节，不必全程细致描述。

上课是教师最重要的
日常工作

教师上课可以说是在贯彻执行预定

的课堂教学设计方案，但决不能“照本宣

科”,而应在师生互动、共同推进教学的

过程中进行再创造活动。教学是学生在

教师指导下学习课程的真实过程，教学

效果的高低取决于学生主体的思维参与

程度的高低。因此，在课堂上应强调教师

的指导作用与学生的自主活动相统一。

教师要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

性，激发学生学习的主动性，一方面充分

放手,让学生自主活动、自由思维、自主

发展；另一方面特别关注学生的情感体

验，如意志品质、合作交流、尝试成功、追

求卓越等。在教学过程中，教师可通过

持续激发学生学习的兴趣、实施启发性

的讲授、组织丰富多彩的活动和开展积

极的评价等，促使学生保持积极思维的

状态，处于能动的、越来越自觉的主体地

位；同时，教师以珍视学生的主体地位为

前提进行指导，教师与学生分享彼此的

思考、见解和知识，交流彼此的情感和

观念。

《上海教研素描》

作者：陆伯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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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羽

学习研读《上海教研素描》一书，对

于我平时的工作颇有帮助。记得作者在

日常教研导引部分是这样描述的：“如果

将课堂教学比作行进中的汽车，那么教

学进程的快慢就像汽车的行进速度。不

同的教师驾驶课堂教学这辆汽车，行驶

的‘速度’会有所不同。”我觉得这个比喻

非常形象，同时我也觉得，如果将课堂教

学比作行进中的汽车，那么我们的教研

活动就像是开车所需的汽油，在这辆车

上你有多少“油”决定了你能开多远的

“路”！

作为教研组长，我有时候会因为组

织教研活动而烦恼，怕自己抓不住主题，

怕自己无话可讲，怕自己不能够调动教

师们的积极性……而这本书就如同一场

及时雨,让我对教研有了更深的认识和

理解。

通过阅读我认识到，每次组织教研

活动，与其凭借自己的经验绞尽脑汁想

教研重点，不如来一次“基于证据的调

研”。作者在书中写道：“在基于证据的

调研中，更强调通过观察、访谈、问卷等

多种方式获取证据，进而探索有关问题

的解决策略。”也就是说，要把“经验直

觉”上升到“证据分析”。教研活动不再

是教研组长引领教师“教什么”“研什

么”，而是应该将从不同的渠道所收集到

的信息进行论证，以获得比较准确的判

断。这些判断能够更好地帮助教研组长

分析教师们的需求，因“需”而“研”，才能

有所收获。那么，在教研过程中，应该重

点抓什么？

我觉得首先要抓备课，即前期准备

工作。书中归纳了备课工作的具体要

求，包括教师要把握教学对象、把握教学

内容、把握教学对象和教学内容之间的

联系，要对本课教学进行整体规划，明确

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基本流程……对

此，我很认同。备课就如同车上的“导航

仪”，你在出发前需要在导航仪上输入目

的地，并规划最佳路线。只有前期做好

妥善的准备，才能不走弯路，顺利到达终

点。

其次，要抓上课。车子出发后，既要

跟着“导航”走，也要学会在遇到突发情

况时灵活变通。在教室上课时，教师也

要在贯彻执行预定的课堂教学设计方案

的同时，根据课堂情况及时作出调整，根

据学生的现场反馈进行再创造。

再次，是要多观课，即展开具体分

析。我想，我可能会根据书中的建议设

计一个课堂观察表，并将其分享给教研

组的每一个成员，让他们都学会有目的

地观察，观察情景的适切性、问题的针对

性、活动的目的性及应用的价值性。只

有做一个会观察的教师，才能进一步提

升教研的质量与效果。

感谢此书的作者为我指明今后做好

教研工作的方向。同时，也让我更深入

了解了做好教研工作的必要性。希望我

们这辆课堂教学的“车”能够加满“油”，

开得更远，让车上的小乘客也就是我们

的学生有更多的收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