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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资源、学科与课堂的统整》

前言

　　为加强对新课程实施过程的研究和指导，教育部成立了以16个大学课程研究中心的专业研究人员
为核心的新课程教学专业支持工作项目组。几年来，在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和基础教育课程教材发展中
心的指导下，教学专业支持工作项目组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以及对教学实践高度关注的热情，积
极、主动深入到课改第一线，及时发现和探讨教学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有针对性地回答和
解决新课程实施过程中存在的认识困惑和实践疑难。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大学专业研究人员与一线教
师、教研员和教育行政工作者结成了真正意义上的专业伙伴关系，这本身也正是新课程所追求的文化
重建。 当前，教学改革正处在一个亟待突破的重要时期，迫切需要理论研究成果的支持。这就要求教
学理论的研究，既要有扎根实践的行动基础，又要有求实进取的创新思维。因此，作为教育理论工作
者，要自觉投身到课程改革的伟大实践中去，虚心地向实践学习，向教师学习，植根于实践的沃土，
吸取丰富的营养，在此基础上进行理论研究和理论创新，使理论研究成果彰显时代的精神，反映实践
的呼声，满足教学的需要，服务于师生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体现新课程
理念的教学理论。正是秉持这样的信念，项目组成员在这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不懈的努力。这套
丛书汇聚的正是项目组研究人员这几年探索和努力的成果。其中的多数文章已在专业杂志和报刊上发
表，在课程改革实验中起到了并将继续起到积极的理论指导和专业支持作用。这些研究成果获允结集
出版，既是对教学专业支持工作项目组前一段工作的总结，也是对于今后工作的思考和展望，同时也
将为广大读者特别是广大一线教师查阅和学习相应的研究成果提供十分有益的帮助。 希望教学专业支
持工作项目组的成员们再接再厉、开拓创新，为支持国家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教
学理论体系作出更大的贡献，也衷心希望越来越多的教育理论工作者参与到新课程的伟大实践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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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课程资源问题的提出与深化研究，大大突破了原有“教材”概念的局限，为不断改进现实中的教育教
学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优质教育的创造提供着前提条件。良好的教育首先显示为课程资源包括知
识资源的丰富，教学过程就是师生合理利用课程资源、共同建构知识和人生的过程；学科教学的动向
似乎可以看作课程改革的“晴雨表”，课程改革需要摆脱分科主义的束缚，采取课程统整的策略，倡
导在学科教学中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课堂教学的重大变革在于从“传递中心”的教学转变为“对话
中心”的教学，从“记忆型教学文化”转变为“思维型教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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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序一、重视课程资源的价值01什么知识最有力量02课程资源的理论构想03从“教材”扩展为“课程资
源”的意义04教师怎样开发和利用课程资源05从教案到菜单——师生共同设计学习活动二、把握学科
教学的动向06关于语文新课程实施中若干问题的思考07语文教学中的“标准现象”08立足文本超越文
本回归文本——语文新课程阅读教学策略例谈09眇数学教学中的“可逆性练习”——与星海中学数学
教师对话10超越“填空”的历史教学11生物教学如何调动学生学习的主动性12生物教学中多元化评价
学生学习的研究13中学科学课程与生物课程之比较14科学和儿童本性的回归——科学探究性学习教学
目标之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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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课程资源建设中应该注意的几个认识问题从当前中小学课程资源建设的实际情况来看，我认
为需要特别注意解决三个方面的认识问题。　　1．教材不是惟一的课程资源。长期以来，中小学课
程资源的结构比较单一，除了把教材作为惟一的课程资源外，在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基地、内容、
条件等方面也很单一，而且未能形成有机整体。　　从课程资源的开发主体来看，主要依靠的是少数
专家特别是学科专家。他们开发的课程的学术性品质可能是很好的，但就课程反映不同地区、不同学
校和学生的差异性与多样性等方面却显不足。对于那些反映地区和学校学生差异性的课程需求，地方
、学校和教师应该具有更大的发言权，至于具体的学习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就更是如此。因此，课程
结构要适应地区差异，不同学校的特点以及学生的个别差异，为学生提供更多的选择性，那么就必须
充分发挥地方、学校和教师乃至学生进行课程资源开发的主体作用。要给地方特别是学校以较大的机
动时间和自主空间，使其在课程资源的开发、利用和更新等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和自主权。　　从课
程实施活动空间来看，班级课堂成为最主要的条件性课程资源，许多中小学生还缺少相应的专用教室
、实验室、图书馆和课程资源库等。学习方式和内容主要集中在学科内容的课堂教学上，缺少包括研
究性学习、社区服务、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等综合实践活动形式。　　从课程素材或内容上
看，偏重知识资源特别是学科知识资源的开发，忽略了学科知识的新进展和各学科知识间的相互渗透
和融合，也远离了儿童的生活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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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课程资源问题的提出与深化研究，大大突破了原有“教材”概念的局限，为不断改进现实中的教
育教学行为提供了新的思路，为优质教育的创造提供着前提条件。良好的教育首先显示为课程资源包
括知识资源的丰富，教学过程就是师生合理利用课程资源、共同建构知识和人生的过程；学科教学的
动向似乎可以看作课程改革的“晴雨表”，课程改革需要摆脱分科主义的束缚，采取课程统整的策略
，倡导在学科教学中改进学生的学习方式。课堂教学的重大变革在于从“传递中心”的教学转变为“
对话中心”的教学，从“记忆型教学文化”转变为“思维型教学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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