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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内容概要

《听王荣生教授评课》是语文课程论专家王荣生教授评课精选。书中对各种有代表性的语文教学颗例
进行了评点和探讨。全书共有『名课研习』、『课例研讨』、『课例评析』、『课例兼评』、『课例
综述』等五部分。《听王荣生教授评课》所选的，是作者近年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的实践，分“
名课研习”、“课例研讨”、“课例评析”、“课例兼评”、“课例综述”五个板块。为了便于交流
，所评议的课，均附录课例及课文。 希望《听王荣生教授评课》能对语文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对语文
课堂教学的改善，对中小学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起到积极的作用；也希望“名课研习”、“课例研
讨”、“课例评析”、“课例兼评”、“课例综述”这些样式，能为提高语文课观课评教的专业水准
作一点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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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作者简介

　　王荣生1960年生，系我国大陆课程与教学论专业语文教育方向第一位博士，曾任宁波大学课程与
教学研究所所长，现为上海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学科教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高等教育
学会语文教育专业委员会常务理事、学术部主任。主要著述有：专著《语文科课程论基础》、《新课
标与“语文教学内容”》、《“语文教学内容”重构》，总主编《语文教育研究大系（1978-2005）》
、《21世纪专题教程·语文系列》、《新课程教例与教案研究丛书》，主编《新课程高中语文课例评
析》、《语言知识新视点》、《口语交际教例剖析与教案研制》，副主编《初中语文新课程教学法》
、《小学语文新课程教学法》、《新课程语文教学论》等，近年在《教育研究》、《中国教育学刊》
、《课程·教材·教法》、《全球教育展望》、《语文建设》、《语文学习》等杂志上发表学术论
文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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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书籍目录

自序导言·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名课研习　1. 追求语文教学的效率——魏书生老师《统筹方法》
研习　2. “美”、“巧”、“活”、“实”——欧阳代娜老师《岳阳楼记》研习　3. 变“讲课文”为
“教读法”——潘凤湘老师《(梦溪笔谈)二则》研习　4. 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的理据——黄玉峰老师
《世间最美的坟墓》研习　5. 行云流水般的家常味——郑桂华老师《安塞腰鼓》研习课例研讨　6. 探
求课例的课程论意义——郭初阳老师《愚公移山》课例研讨　7. 引子、主题及文章体式——窦桂梅老
师《晏子使楚》课例研讨　8. 对“非指示性”语文教学的几点建议 ——郑逸农老师《再别康桥》课例
研讨课例评析　9. 合宜的教学内容是一堂好课的最低标准——《竹影》课例评析　10. 学生只是按老师
的要求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米洛斯的维纳斯》与《金黄的大斗笠》课例评析　11. 从散文文体
的引导作用看散文教学内容的合宜性——《绝版的周庄》课例评析　12. 文学作品的理解欣赏 ——《
哦，香雪》课例评析课例兼评　13. 关于“鉴赏者取向”与“感受性阅读”的讨论——兼评语文新课程
的几个课例　14. “用件”类型选文及其教学——兼评语文教改的几个课例　15. 谋求口语交际教学的
改善——兼评口语交际的几个课例课例综述　16. 《人生的境界》教学内容综述　17. 《拿来主义》教
学内容综述　18. 《米洛斯的维纳斯》教学内容综述结语·在两个关联中反思，审议语文课堂教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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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精彩短评

1、评课很有新意，说到点子搔到痒处。
2、王荣生的书还是很值得细细品味的，学习中
3、这本书比较合适我，虽然没有完全看完，但是能够让我结合着去评课，给了我不少启迪。是一本
不错的书，推荐
4、从教学内容出发观课评教是王荣生教授一直倡导的一种评价理念。本书系统的阐述了他的这种理
念，一针见血的提出了当今语文课缺少课堂有效性的问题的根源，让人有醍醐灌顶之感，是值得一读
得好书。
5、想教什么？实际教了什么？学生实际学了什么？
6、高屋建瓴，针对课例进行讲评，不仅指点方法，还指导理念，一本好书。
7、通过案例的评价，教给了我们系统思考的方法。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很值得广大语文
老师们阅读，提升专业水平。
8、《听王荣生教授评课》此书值得一读，王教授从教学内容角度进行观课评教，对我启迪很深。透
过现象看本质，在学习评课的同时，审视自己教学中存在的不足，便于调整教学，提高课堂效率。
9、这本书点出了评课的要点，是每个语文教师的必读书目。
10、听别人评课，思考自己的教学行为，很棒的书！
11、一个士兵，有精湛的枪法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朝哪个方向开枪。如果他朝自己人开枪，其
枪法越是精准，其为害就越大。教学方法有如枪法，教学内容有如方向。方向比枪法重要，有如教学
内容比教学方法重要。这是我读《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最深刻的感受。广西博白读者余凤云
12、高考已过，中考在即，坐在书桌前读王教授的书，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长久以来，关于语文的
话题就争论不断，作为基层语文教师的我，也存在着许许多多的困惑。新课程改革如火如荼，各种新
的教学理念，教学方法层出不穷，今天是四环节，明天是小组讨论，后天又是网络教学，让人眼花缭
乱，目不暇接。虽然我们在各种教学方法的学习过程中有了一定的提高，但总是觉得缺点什么，好像
总是没有抓住语文教学的本质，没有深入到语文教学中去，每次都是蜻蜓点水，表面功夫。但读了王
教授的书后，我觉得突然间豁然开朗，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王教授主张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课
，认为这样有利于反映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有利于更妥贴的解释语文教学实践，并提出了一堂语文
课的9级累进标准。最重要的是，王教授认为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课，是语文教学研究的一场变革
，有助于语文教师减少备课的无效劳动，有助于语文教学回归根本，有助于语文教师的专业发展，有
助于语文教学研究水平的提升。我想，这就是我长久以来苦苦追寻的答案吧，关注语文教学内容，关
注语文的本质。“《只有一个地球》其实不是说明文，而是类似于国外所通行的公共演讲，它是一篇
说服性的演讲稿。”“《拿来主义》是一篇具有高度艺术性和强烈战斗性的杂文。选入高中语文教材
以来，语文教师一直反应这篇文章难教、难学、难懂。”“《拿来主义》之所以难教、难学、难懂，
主要是因为强用议论文的套路难以妥贴的解读这篇杂文。”“《米洛斯的维纳斯》是一篇文艺随笔，
它与中小学的语文界所说的‘议论文’有性质的差异。按议论文的性质去把握《米洛斯的维纳斯》，
从一开始就错了。”这就是王教授所说的教学内容的问题。长久以来，我们已经习惯于记叙文、说明
文、议论文的三大文体模式，任何一篇文章都按这个模式来讲解，而忽视了文本的个体性差异。有多
少兴味盎然的文章被我们讲解的支离破碎，千篇一律。我们按三大文体来讲解文章，虽然有一定的可
取之处，但也有许多偷懒的成分在里面。条条框框有助于我们教学，但现实的文章是丰富多彩的，有
几篇是按我们三大文体的模式写的呢，这样的教学，有时候是本末倒置，不但不利于培养学生的阅读
水平，而且也不利于培养学生的写作水平。王教授在评析《米洛斯的维纳斯》和《金黄的大斗笠》时
，指出两篇课例都是“学生只是按老师的要求来回答老师提出的问题”，按教学内容的角度来评课，
两位老师的设计虽然很精巧，但学生学到了什么呢？而且进一步指出了许多教师所设计的教案，是在
想尽办法产生一种奇特的阅读方式，也是学生学不会的阅读方式。反观我们的教学，又有多少是这样
的呢？我们的谈话法，小组讨论等等形式上新颖的东西，教会学生什么了呢？是不是也是让学生按我
们的意愿来回答问题的呢？我们是否也在让学生学一些奇特的阅读方式呢？我想是的。“路漫漫其修
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我们在关注教学方法的同时，更应该去关注教学内容。只有这样，语文才
会成为新的语文，教育也才会成为新的教育。
13、这是一本好书，既有学理阐释，又有课例分析，具有实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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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14、好书，对评课有很好的指导作用。
15、物超所值，最关键是大师评课，作为中学语文老师，不可不读。
16、王荣生老师的课评的真好
17、王教授是语文课程论方面的专家，他站在理论的高度对名家课堂进行评价，很有见的。
18、看的第一本关于语文教学的书，真是大开眼界，很多观点都深为赞同。为我打开了一扇窗。
19、内容有理论深度，可让读者获得评课的借鉴。封面素净。
20、王荣生教授总是严谨地治学，锐利的思想里对语文教学论课程论都有鞭辟入里的解析，并且能深
刻体现在课堂的评论上，能被他评为好课的课文，总是上品。
21、这是本书有厚度也很有深度的好书。王荣生教授是当前语文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的思想很深邃，
观点很鲜明，值得一看。
22、坚持读了好几遍，对王荣生先生的教学思想有很大的兴趣，继续去读他的专著！
23、《安塞腰鼓》《再别康桥》《愚公移山》经典课例
2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很好 ，书很厚，有收获！
25、真正的语文教学大师啊
26、龙应台的《目送》买过几本，这一本是送给要转学的学生的，而且写了寄语，感伤。听王荣生教
授讲课建议每个语文老师看一看，值得一看，就知道自己在上课过程中要注意哪些了
27、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从理论和课例加以叙说。之前未曾重视过这个角度，算是开了眼界，
课例评说很专业，值得学习。
28、随便翻了下，看样子还行。。。等看完以后再来追评！
29、这本书还没看呢，本打算借这本书了解了解咋样评课的，不想被同事见着，先借走了
30、为了语文教学而买的，需要慢慢品读。书不错。
31、我们经常听课，现在知道怎样来评课了。
32、应该怎么评课，课堂怎么样才能具备研究价值，这些问题在本书中都得到了很好的解答。教师生
涯是漫长的，也是充满迷茫的，多多读读这样的著作，或许能让自己慢慢提高。
33、王荣生先生的语文教学观，对我参加优质课大赛的帮助很大。
34、的确是一本好书，值得一读！虽然对极个别课例我也保留我自己的看法，但学习他的理念！受益
匪浅
35、王教授的这本书，我期待已久，刚开始在当当网和**网上查阅，都没有货。每次买书，都要看看
，后来再次看到这本书，我毫不犹豫的买下来了。书买来的当天我就先浏览了目录，然后从前一页一
页读起，这是我读得最慢的一本书，三周才读了40多页，因为它许多的内容都需要反反复复的看，我
真是受益匪浅，这是我今年来买的最有价值的一本书。——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教学，从教学内容的
角度,因为这才是我苦苦寻觅的起点和捷径。非常值得推荐。
36、听王荣生教授评课，是做教师的必备书籍。
37、王荣生教授的作品的确值得推荐给所有学校的一线语文教师。
38、很不错的一本书，受益匪浅，主要是可以让你思考怎样的课才是好课。
39、特别喜欢王荣生教授的教学思想，得到这本书，如获至宝
40、受益匪浅

41、老师推荐的唯一一本书！看了一些，对于语文教育的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很好。
42、很不错的书，对语文教学很有用的！
43、有名师课评，挺好。
44、对中学语文课堂的思考非常深刻，对中学语文教师的教学思考会有很大的帮助。
45、书很不错,尤其是其中引用的课例,非常详实,让人受益匪浅!值得一买,
46、关注王荣生，关注他的书，这本是他近年来沉入课堂的优秀作品
47、语文教师必备
48、读了王荣生教授写的书，觉得自己深受启发，对于上课，怎么上，这么上的好，如何调动学生的
互动等等，都有一定的提高。
49、很好书，王教授的评课，里面的观点受益匪浅。在图书馆看到的一本书，决定收藏了，买下来慢
慢品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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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50、我们教研员推荐给一线教师的书，里面引用了许多的名家课例，然后王荣生老师引用自己的观点
从不同的角度进行点评，这个对我上课是最有帮助的！
51、会上课，不一定会听课，会听课，不一定会评课！王荣生教授的这一本书，从评课的角度，让我
们语文教师反思语文课，也许比单纯去研究教材教法更多了一些角度和眼光！好书，语文教师应该备
一本，好好学习！
52、理论和现场课例相结合深入浅出 从不同方面解析教学新思路 让人茅塞顿开 学习永无止境 继续努
力
53、评课原来这么多学问
54、听过王教授的课，非常专业、严谨的学者，观点中肯，值得教师一读。
55、王教授的评课对我们建构一些理论支撑有很重要的作用！不错！
56、同事买的，内容应该说很有意义，但是高中课文的评课太少了，是美中不足吧。
57、一刷。有体会之后读才有感受
58、罗大耳朵多次听过王荣生老师的课。王老师是大陆第一位语文课程与教学论博士，他的《语文科
课程论基础》、《新课标与语文教学内容》、《听王荣生教授评课》是非常专业，颇受欢迎的好书。
尤其是这本《听王荣生教授评课》，开启了中学语文课例研究的先河，的确是中学语文教师必备的一
本书。我们古蔺在组织骨干教师培训时，向中学语文骨干教师们推荐了这本书。
59、很多地方都做了笔记，对于如何理清和把握教学思路有很大的帮助
60、王荣生教授的书值得语文教师好好阅读。
61、为评课指明一条新路
62、王荣生教授的评课让人印象深刻
63、语文教学方的书，读之启发很大
64、从教学内容来评价教学有效性，正好对应了舒尔曼的学科教学知识概念，有益于教师摆脱新课改
中的一些浮躁做法，回归学科性。
65、很新的语文课程观，很有启发性
66、喜得好书一本，评课观点新，有理有据，切合实际！
67、语文方面的内容，其他科可能不太感兴趣
68、这本书早就听老师推荐过，只是苦于时间和马内，现在好了，把书买下来，值得一辈子去读，而
且我觉得语文老师人手一本才好！谢谢当当网，谢谢出版社谢谢王荣生教授！
69、经典，办公的枕边书
70、经典之作，对语文及语文教学有独到的见解，我们学校的老师都盛赞此书！
71、王老师评课精深到位，我学到很多东西。
72、从教学内容角度评课，很能切中肯綮。学理上的探究很有深度
73、王荣生，上师大教授、博导。
74、要了解新课程，要提高自己，王荣生的书非看不可！
75、对于一线语文教师来说，值得一读！
76、读完。有借鉴的地方，内容比较丰富。
77、文章有些学术味，但还不算很难读。书写得颇有大家风范，很多观点切中当下语文教学的要害，
提出了许多实干的教师会认为有思考价值的问题。
78、不仅对评课，对教师提高教学水平，对研究者找准切入点，都非常有帮助！
79、王教授就教于上海师大。他在当前的语文教学领域，有一些切实可操作的研究。课例和评课都值
得深入研究
80、上海师大的王荣生教授，中国语文课程论第一位博士，语文教育专家，读他的书确实很受益。
81、我是一位高中语文教师，是主管教学的校长推荐我购买的，指导性很强。
82、王教授的书，绝对是好书。对语文教学极有指导作用。我非常喜欢。正在认真读。
83、早就听说过这是一本有关评课的好书，不过尚未仔细研读，有待静心品茗。
84、书还未看完，但王教授的书既有理论又有实例，尤其是对名师的一些课例的点评令人受益匪浅。
85、王荣生这个名字，是在看李海林的书时看到的，说他是第一个语文教学方面的博士，一直想看他
的书，见到了，就买了下来，还没有看，不过从介绍中似乎比较合乎我的口味。
86、语文评课用书，非常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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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本书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改变了语文教学观课评教的习俗角度，是语文教学研究的一场重
大变革，将会使语文教学进入一个全新的天地。

88、为数不多的真的在评课的老师，王教授的课，评得很真实
89、从教学内容与方法两方面都论说了语文教学的最根本东西。获益匪浅。
90、王荣生教书评课，他的视角是不是放在老师如何教（形式）而是老师教什么，提供了九条“好课
”的标准。有很多经典的课例提供学习和参考，专业的评价让人豁然开朗。很有价值。
91、这本书是听了王教授的讲座后买的。他的讲座生动精彩，幽默风趣的语言风格让全场气氛一直活
跃；睿智犀利的点评让我受益匪浅。所以，讲座听完后，觉得还不过瘾，于是马上订购了这本书，继
续领略王教授的风采。
他不像有些搞研究的人，闭门造车，对外界的教育现状一概不知。王教授是站在研究者和一线教师的
角度，结合教育现状提出自己的观点。对我们很有借鉴意义。
92、我是觉得这个先后顺序有点问题
93、从评课看自己的授课，有启发
94、国内语文教学门派众多，喧喧嚷嚷，真是让人无所适从。语文到底教什么，语文到底怎么教？王
荣生教授是试图通盘解决中国语文课程教学的第一人，从这点上来说，就让人佩服不已。读了这本书
，我觉得有点明白，又有点糊涂，正处于“邯郸学步”的状态，旧的教法不对，要破除，但是新的却
还没学会，因为王教授那儿也还没完全建立起来。呵呵，路漫漫其修远兮，吾辈将上下而求索。
95、本书的高度，乃是说语文教学（或者说对语文教学的评价、研究）要“立足于语文课程改革的高
度，也就是说，不仅仅着眼于教学方法的改革，更主要的是立足于语文教学内容的改革”。从教学内
容角度观课评课，有助于语文教学正本清源，有助于语文教师专业发展，有助于语文教研柳暗花明。
王教授之宏论，确实振聋发聩！譬如，对郑桂华老师《安塞腰鼓》的研习等；所不足者，语言稍嫌艰
涩，学院气浓了点，换句话，也是自己专业根底浅的缘故吧！
96、不愧是王荣生教授，内容过关，书本质量高，不错！
97、这本书很不错，强烈推荐从事语文教育工作者使用！
98、专业的评课指导书
99、教语文已多年，名家的书也看过一些，王荣生老师的评课仍然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只看了一部
分，对语文课堂就有了新的理解，有了许多新的感悟。
100、没看过听王荣生教授评课
101、作为一名一线的语文教师，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
很实用，也开拓了我的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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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评

1、《听王荣生教授评课》一书汇集了王荣生教授部分课例评介，这些文章已发表在了不同的学术期
刊上，这本书算是一个合集了吧！每篇课例中作出的分析不是几百字就了事，而是很有学理性的分析
，多数是用王荣生自己的学术思想体系展开的课例评价。作为语文课程与教学论的研究者或者关注王
荣生的朋友们，应该收藏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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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试读

1、《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笔记-第47页

        ”讲课文“有讲课文适用的地方（定篇），”教读法“有教读法适用的地方（例文与样本），乃
至离开课文作听说读写的延伸，也有”作延（以下48页）伸“适用的地方（用件）。
王对教材选文的功能分类，和对”讲课文“、”教读法“的区分的确实很有价值。”讲课文“强调从
感知入手，从而自然地形成阅读方法；”教读法“强调从阅读方法入手，从而自然地获取妥当的感知
。但选文的功能分类，他解释得不是很清晰，其中定篇是指经典名篇，这个好理解；而例文和样本就
比较含糊了，从作者的解释来看，这两者都是为学习语文知识服务，但有区别，只是我不太明白区别
体现在哪里；最后用件应该是强调可供具体操作的实用性（或工具性？）文本（或材料？）。待查其
《语文科课程论基础》第七章。

2、《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笔记-第24页

        像我们现在这样，这星期”读出感情来“，下星期”读出感情来“，小学四年级”读出感情来“
，五年级”读出感情来“，初中”读出感情来“，高中还是”读出感情来“，现代意义上的语文课程
与教学，恐怕不能仅仅是这副模样吧。
哈哈，必须从打倒教材编写者开始改变语文教学！

3、《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笔记-第11页

        语文教学方法的选择随着教学内容而转移，同一篇课文的不同教法，往往意味着教学内容有所不
同。我们以为，对语文教学方法的讨论，如果不从教学内容的角度切入而单从教学方法着眼，就无从
说明教学方法的之所以不同，也无从判断那些教学方法的合理与否、合适与否。
对应到文学创作上也是如此，写什么决定了怎么写。

4、《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笔记-第17页

        比如阅读小说，看到第一句，喔唷”开门见山“，看到人物出场，喔唷”肖像描写“，然后分析
”从上写到下，从装饰写到面容“等等，接着（以下18页）喔唷进入”动作描写“，又接着喔唷过渡
到”心理描写“，最后喔唷”通过⋯⋯表现了⋯⋯赞美了⋯⋯“。除了语文课，除了语文老师的备课
，没有人这样读小说。
学生受此影响，写读后感也都是那种东西，用了什么什么手法，表达什么什么情感⋯⋯于是每次接手
新高一，我都要花费大量的精力把这种东西从他们的笔头、口头、心头一点点剔除掉。可恨的语文教
学。

5、《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笔记-第1页

        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
一、什么是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  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也就是审视、反思这堂课教师教
了什么，进而探寻、体察学生所驻留的学习经验，并考察教学内容与语文课程目标的关联及关联程度
。 一堂语文课，如果教学内容有问题，或者只在试卷上才有用，那么教师的教学再精彩，课堂气氛再
热烈、再活跃，价值都极为有限。语文教学观课评教的习俗角度是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
对教学方法的努力，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教学内容。

二、怎么理解“教学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1、教学方法的原理层面，或者叫“教学方法
观”。2、教学方法的技术层面，或者叫“教学策略”。3、教学方法的操作层面，或者叫“学科具体
教学法”。4、教学方法的技巧层面，或者叫“教学技巧”。在实际的教学中，“原理层面”要贯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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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技术层面”，要体现为“操作层面”，最后通过“技巧层面”得以落实。

三、怎么理解“语文教学方法”。对语文教学方法，可以做两种描述，一种侧重在教学方法上，一种
侧重在教学内容上。

四、为什么主张从教学内容入手   （一）有利于反映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  （二）有利于更妥帖地解释
语文教学实践 （以支玉恒《只有一个地球》为例）   对教案与课例进行研究，关键是作理的阐释，要
在剥去教师个人因素之后揭示出一堂课的“何以好”或者“何以不好”。而作学理的阐释，从教学内
容的角度观照，可能要比单从教学方法的角度着眼更有作为。

五、怎样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 （一）把握一堂好课的标准   内容少而精，是课堂教学的基本准
则。首先要强调与常态的一致，即语文课所教的听说读写，其取向、其姿态、其方式，要与在生活、
工作、学习中所需要的、所运用的一致起来。  评价一堂好课的9级累进标准（21页）  （二）进行“连
续性考察”。语文教学内容的连续性目前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第一，点与点的区隔，这一
课的教学内容与那一课的教学内容有差别。第二，点与点的内在联系，在同一个学习领域或学习主题
上，后一课的教学内容是前一课教学内容的延续、拓宽、提高或加深。  国外有一种正式的观课评教
，叫“结构性的课堂观察”（25页）
六、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意味着什么  。首先，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引导了语文教学研究
关注点的转移，有助于语文教师减少备课的无效劳动。其次，从教学内容观课评教，将促使“好课”
的形态改变，有助于语文教学回归根本。再次，从教学内容观课评教，将使“教师参与课程|”、“教
师成为研究者落到实处，有助于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发展。（27-28页）第四，从教学内容角度入手，
对语文课观课评教提出了必要的专业准入的条件，将有助于语文教学研究水平的提升。

6、《听王荣生教授评课》的笔记-导言

            &lt;原文开始&gt;  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
一、什么是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  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也就是审视、反思这堂课教师教
了什么，进而探寻、体察学生所驻留的学习经验，并考察教学内容与语文课程目标的关联及关联程度
。 一堂语文课，如果教学内容有问题，或者只在试卷上才有用，那么教师的教学再精彩，课堂气氛再
热烈、再活跃，价值都极为有限。语文教学观课评教的习俗角度是教学方法，教学方法固然重要，但
对教学方法的努力，是为了更有效地实现教学内容。

二、怎么理解“教学方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层面：1、教学方法的原理层面，或者叫“教学方法
观”。2、教学方法的技术层面，或者叫“教学策略”。3、教学方法的操作层面，或者叫“学科具体
教学法”。4、教学方法的技巧层面，或者叫“教学技巧”。在实际的教学中，“原理层面”要贯注
在“技术层面”，要体现为“操作层面”，最后通过“技巧层面”得以落实。

三、怎么理解“语文教学方法”。对语文教学方法，可以做两种描述，一种侧重在教学方法上，一种
侧重在教学内容上。

四、为什么主张从教学内容入手   （一）有利于反映语文教学的实际情况  （二）有利于更妥帖地解释
语文教学实践 （以支玉恒《只有一个地球》为例）   对教案与课例进行研究，关键是作理的阐释，要
在剥去教师个人因素之后揭示出一堂课的“何以好”或者“何以不好”。而作学理的阐释，从教学内
容的角度观照，可能要比单从教学方法的角度着眼更有作为。

五、怎样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 （一）把握一堂好课的标准   内容少而精，是课堂教学的基本准
则。首先要强调与常态的一致，即语文课所教的听说读写，其取向、其姿态、其方式，要与在生活、
工作、学习中所需要的、所运用的一致起来。  评价一堂好课的9级累进标准（21页）  （二）进行“连
续性考察”。语文教学内容的连续性目前大致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着眼：第一，点与点的区隔，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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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的教学内容与那一课的教学内容有差别。第二，点与点的内在联系，在同一个学习领域或学习主题
上，后一课的教学内容是前一课教学内容的延续、拓宽、提高或加深。  国外有一种正式的观课评教
，叫“结构性的课堂观察”（25页）
六、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意味着什么  。首先，从教学内容角度观课评教，引导了语文教学研究
关注点的转移，有助于语文教师减少备课的无效劳动。其次，从教学内容观课评教，将促使“好课”
的形态改变，有助于语文教学回归根本。再次，从教学内容观课评教，将使“教师参与课程|”、“教
师成为研究者落到实处，有助于语文教师的专业知识发展。（27-28页）第四，从教学内容角度入手，
对语文课观课评教提出了必要的专业准入的条件，将有助于语文教学研究水平的提升。&lt;/原文结
束&g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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