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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三字经》

前言

　　备课，在传统教育思维中，教师大多把它等同于“写教案”。后来，尽管其涵义有了进一步的发
展，但也只是把它理解为教师“为上课作准备”而进行的教材钻研、教案设计、教具配置等以“教”
为主的课前任务。　　但我认为，备课的意义不止于此，它应该在教与学的碰撞、磨合与协调中不断
生发、生长和生成：在课前，它应该是一个“？”，因为备的课需要在实践中“试验”——这样的教
学方案“行不行”；在课中，它应该是一个“，”，因为备的课需要在实践中“检验”——这样的教
学方案“通不通”；在课后，它应该是一个“！”，因为备的课需要在实践中“化验”——这样的教
学方案“棒不棒”。由此可见，备课的过程其实是一个“⋯⋯”，其一层意思是需要教师切实做好“
每一点”的点化功夫，使备课在教学的每一个时点、每一个节点、每一个难点上不断延伸着、变化着
、完善着；其另一层意思是备课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通识性与通用性教学方案，它常常会随时
而变、因地而异、为人而动。所以说，备课不是教师“一下子”或“一阵子”就能完成的事情，而应
该是教师“一辈子”才能成就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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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三字经》

内容概要

《备课三字经》主要讲述了：备课，在传统教育思维中，教师大多把它等同于“写教案”。后来，尽
管其涵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但也只是把它理解为教师“为上课作准备”而进行的教材钻研、教案设
计、教具配置等以“教”为主的课前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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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三字经》

书籍目录

一、“教育”篇
A.准备
思变术，练技术
寻志同，谋道合
先分工，后集思
同比翼，试比高
异实验，共化验
现场辩，论长短
划区域，分主次
查备课，去听课
精于心，简于形
B.反思
教后思，扪心问
思不慎，行失当
围主题，出主张
统计表，表症状
教后评，品后教
有效性，看长效
课好坏，生自清
二、“教导”篇
A.目标
抓特点，立力点
摸起点，定方向
附旁注，加提示
照课标，对标杆
设指标，来指引
位不同，味相异
防空洞，须从简
想落实，配措施
有分寸，不随意
据实情，善调整
B.指导
有规矩，成方圆
抓常规，树范式
施教法，贵启导
明视察，暗视导
倾心听，听心声
煽热风，打热铁
换角度，纠偏差
三、“教理”篇
A.根由
持理论，善论理
摸门道，学理念
盯细节，通全局
细比照，明真义
懂道理，守法规
挖根源，诚信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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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课三字经》

B.境界
教学观，教孩子
思想清，思路明
牵一发，动全身
学知识，学做人
人文化，文化人
四、“教态”篇
A.底蕴
不焦虑，有自信
若不懂，不装懂
学理论，长理智
增见识，博学识
入有格，出无格
展特长，互补进
B.形象
亲其师，信其道
面表情，通人情
出手势，轻指点
好眼神，能传神
施欣赏，鼓人心
真表扬，不虚幻
不泄怒，伤学生
默无语，胜有声
五、“教时”篇
A.课前
知情权，请预习
探学情，想对策
问多数，做决断
定方案，有备案
查家教，看影响
评准备，养习惯
B.课中
时间点，要踏准
出场序，有讲究
快导入，高效能
课伊始，趣已生
饱眼福，揭意图
设悬念，解疑惑
导方法，入机理
抱复习，弃检索
要感悟，勿赶悟
言犹尽，意无穷
六、“教场”篇
A.情境
教育场，生磁力
好同桌，好邻居
境又美，情更美
好情境，永不老
真体验，防闹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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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形势，造声势
B.板书
架桥梁，铺思路
示范者，要放大
谁板演，需协调
C.外资
破时限，兼内外
数难解，形结合
串门子，借路子
七、“教情”篇
A.生成
题外话，别见外
遇岔路，择走向
节外枝，接学力
挂云帆，济沧海
无意栽，柳成荫
疑无路，又一村
循情脉，结情缘
备用语，获心语
迎挑战，敢接招
B.合作
同合作，非合坐
控人数，紧捆绑
合适时，才合事
故设卡，逼合作
订合同，结伴做
C.反馈
常巡视，搜情报
集反响，控动向
见缝插，立介入
举手后，跟举措
似分神，非分心
为挑刺，忌讽刺
八、“教材”篇
A.研读
多身份，去解读
各版本，做样本
照编排，参意图
突重点，破难点
借资料，供参考
见熟识，如初见
平常处，现新意
寻盲点，切入口
⋯⋯
九、“教育”篇
十、“教技”篇
十一、“教法”篇
十二、“教艺”篇
十三、“教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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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教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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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1.给学生奋发的自信。　　记得（《哥德巴赫猜想》一文中，使数学家陈景润一生难以忘记的那
节数学讲座教师的结尾语言“⋯⋯数论是数学的皇冠，哥德巴赫猜想则是皇冠上的明珠。试看这颗明
珠归于谁之手吧！”正是这催人奋进的激励语，使年轻的学生陈景润终生为之奋斗。　2.给学生快乐
的源泉。　一节课的结尾，留给学生的不应全是“句号”，有时可以是“问号”，使课尾具有“欲知
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之魅力。课尾留给学生的还可以是“感叹号”，让学生感悟知识魅力，保
持不断探索的激情，使课堂在拓展延伸中变得厚重，达到“课虽终，思未了；趣不尽，情更浓”的境
界。　　例如，《轴对称图形》一课的结尾，由翩然而至的蝴蝶姐姐送“美”（教师出示黑体字“美
”），呼应了课题，并引导学生对“美”字进行分析，概括轴对称图形的特点。　　3.给学生探索的
力量。　　一堂课结束，并不意味着教学内容和学生思维的终结，“学贵存疑”，有疑是对知识学而
不厌的前提，倘若课堂结束时充分利用教材的新、奇、特之处设置悬念，则可以培养学生独立探究新
知的精神。　　例如，一位老师教学《整式的概念）），在下课前，出示了这样的问题：“据报载，
一位医生研究得出由父母身高预测子女身高的公式：若父亲身高为a米，母亲身高为6米，则儿子成年
的身高=（a+6）÷2×1.08（米），女儿成年的身高=（O.923a+6）÷2（米），请你回家量量你父母的
身高，试预测一下你成年后身高为多少。”这样，不仅布置了一道学生兴趣浓厚、与自己密切相关的
习题，使学生在掌握本节课所学知识（整式概念）的基础上，又产生了探求新知（求整式的值）的欲
望。　　4.给学生预习的牵挂。　　对于前后联系非常密切的教学活动，常采用“收”中寓“展”，
设“悬”立“疑”的悬念性结束语。这种结束语，能使学生感到：思前，隐线纤纤，觉余音缭绕。顾
后，兴趣盎然，欲奋力再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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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书写的真心不错，看过之后明白了很多的道理，之前没看过这本书对这方面了解的不是很透彻，
现在觉的自己得到了提高，很不错的书 ，值得购买！值得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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