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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序

国之希望在教育，发展教育的关键因素在教师。对于中国

这样的农业大国而言，农村教育的地位十分突出，农村教师的精

神风貌和行动就决定了农村教育的现在和未来，农村教师承载

着千千万万家庭幸福和谐的希望，而广大农村教师又是怎么样

地工作、学习和生活呢？

有这样一位农村教师，在艰苦的农村地区默默地工作了１０

多年，在承担着艰巨的教学任务的同时，不断地学习、思考、实践

与写作，也为自己的教育人生写下了辉煌而灿烂的一笔。书名

定为《广阔深处：新课程实践实录》，因为本书向读者展现的是一

位一直工作和生活在农村中学教学一线的普通教师的内心世界

和他对教育的不懈地思考、追求和实践。

在世纪之交，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中国基础教育高举起了

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旗帜，教育部制定了《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

要（试行）》，新一轮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经过充分酝酿后全面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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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于２００１年９月在全国３８个国家级实验区和更多的各省级

实验区展开实验，并逐步推广。面对新课程，广大农村一线教师

是什么态度呢？新课程能否最终落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实实

在在和学生打交道的农村教师的观念的转变，它需要一线教师

能够自觉地、勇敢地投身到新课程的改革实践活动中去。本书

的第一部分，记录了一位农村教师学习和实践新课程的有关心

得，有对新课程美好的憧憬，有对新课程中肯的建议，有对新课

程善意的批评，更有对新课程深刻的反思，不管怎么样，它很好

地反映出一个农村教师积极努力地学习新课程、实践新课程的

精神和思想面貌，这也是新课程改革能够稳步推进的希望和

动力。

教育管理要“以人为本”，学校之本在教师，校长或者教育行

政方面的领导只有善于听取一线教师的声音，才能真正地办好

人民的教育事业。教师生活在学校，每天都在和细微的教育现

象和教育问题打交道，他们会很快地、很准确地发现教育宏观管

理和学校微观管理方面的漏洞和问题，也一定有自己对学校管

理甚至教育宏观管理独到的见解和看法，这些看法和建议对教

育宏观管理或者说对学校管理是应该有一些建设性的帮助的。

生活在农村一线的教师对当前教育现象和教育问题有什么

·２·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看法和建议呢？对教师职业又有着怎样的理解呢？书的第三部

分就向我们表达了一位农村教师对教育现象、对教育问题和对

教师职业的见解，没有长篇大论，有的只是朴实的语言，有的只

是对教育的无限热爱，有的只是对教师职业的尊重。

在学校里面，班主任一职是很锻炼人的，不少“名师”都是从

班主任“起家”，在当前形式下，班主任是学校德育工作的主要实

施者，而学校德育现在正处于一种效率低下的状态，班主任光有

责任心是不够的，这种责任心是狭义还是广义的也还有待考验，

在具体的教育教学活动中如何提高德育的实效性？如何“去德

育的独立性”？这是摆在每一个班主任面前最现实的问题，避免

空洞地说教，在活动中德育，在学科中德育，在生活中德育，这是

作者研究的课题，也是千千万万班主任和一线教师研究的课题，

这样的课题才是真课题。

教师的生命需要在鲜活的课堂上体现出来，教师的工作离

不开具体的学科教学实践活动，在没有多媒体、没有现代化的教

学设备的条件下，农村教师又是怎样进行学科教学改革实践活

动的呢？书的第五部分收录了这位农村教师近几年学科教学的

一些实践活动。

教师和学生，是教育的两个永恒主体，师生在教育活动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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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会有不少动人心弦的故事发生，故事里有爱、也有因爱之而又

恨铁不成钢的“恨”，在这两种情感的碰撞下，师生的情感都得到

了高度的升华，这样形成了书的第六部分《我的教育故事》。

书的最后一部分通过文学作品反映教师在生活中爱与恨的

交织，向我们展示出一位农村教师丰富的内心情感世界。

书中文字其实早已见诸于《中国教育报》、《中国教师报》、

《教师报》等几十种报刊杂志，将它收集起来出版成一个集子，是

因为我们认为一个有着教育实践、又善于学习和思考的农村教

师代表了中国农村教育的一种形象，也显示了中国农村教育的

未来和希望，也算是我们对中国农村教育的一点支持和鼓励吧！

希望能够激励和鞭策与作者一样的广大农村教师能够在教育实

践中不断地探索、思考和行动，为中国的农村教育作出自己的

贡献。

编者

２００６年３月

·４·



书书书

前　言

《精品教育文丛》是由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发展中心精心组

织，全国各地的优秀教师协作编写，面向中小学教师出版的

丛书。

教育的责任在于为社会培养出合格的建设者和出色的接班

人，教师的责任则在于造就出身体健康、心智健全的学生。《精

品教育文丛》，从教育理论与实践出发，汇集了八位工作者在中

小学教育教学第一线的普通教师多年的心血，从不同的角度阐

述了教育教学的真谛。

《教学新智：信息技术与教育》：本书从信息网络技术在我们

学习、工作中扮演的角色出发，阐述了作者在网络环境下的教学

思想；

《转识成智：与新课程同成长》：本书从如何更好的开发人的

潜能和智慧出发，阐述了运用及转化知识为智慧能力的教育

理念；

《课堂点睛：语文教学设计》：本书系统描述和解读了教师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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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理念的理解，并针对教育教学研究中的困惑，提出了思考

和应对的策略；

《工作智慧：班主任成长记录》：本书记述了班主任对课堂的

思考，从事班主任工作的收获和对其他老师的感恩之情；

《超越梦想：语文考试与评价》：本书收录了作者对语文高考

和中考进行思考的研究成果，表达了作者致力于改进考试的

信心；

《兴趣始成：让学生爱上语文》：本书以一个个真实生动的教

育故事表现了一个老师的教育机智和策略，学生由此获得的巨

大成长；

《广阔深处：新课程实践实录》：本书记录了教师学习和实践

新课程的心得，对教育管理的思考、发展，对当前教育现象和问

题的看法；

《追求卓越：语文创新思维》：本书系统全面的探索了在中学

语文学习中培养创新型思维的方法和途径。

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对工作在第一线的广大教师们起

到一定的借鉴作用，对我国的教育事业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在成书过程中难免有不足之处，请广大读者谅解！

北京未来新世纪教育科学发展中心

２００７年１２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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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新课程，
让学生不再害怕考试

　　不管是什么样的考试，也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考试，只要提到

考试，中小学学生大多感到害怕（甚至中小学教师也感到害怕），

尤其是在以考试决定学生毕业和升学命运的今天，考试的指挥

棒作用还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存在。考试已经从“促进教师和

学生学习的一种强有力的手段”异化为“控制教师工作和学生学

习的一种极可怕的魔杖”。学校管理和评价盛行分数主义，导致

见分不见人，重分不重人的局面。分数主义、分数管理严重扭曲

了教育教学的价值取向，教育教学工作被蒙上了一层强烈的功

利色彩，利益驱动代替了事业追求。

在应试教育的旗帜下，考试成为评价的唯一方式，学校评价

学生靠分数，社会评价学校看分数，分数高，一切都好，“一俊遮

百丑”；分数低，一切都差。于是有了“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

考，老师的法宝”的说法，分数成了一切，考试成了主宰，考试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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