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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努力为提升区域基础教育的品质服务

2001 年，我们走进了新课改。新课程带来了新的课程观、教
学观、人才观，极大地丰富着基础教育的内涵。南昌市教育科学研
究所、南昌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的全体教研员以极大的热忱投入
课程改革的实践中。他们走进学校，聚焦课堂，研究课程标准，研
究教材，研究教法; 他们探究教育教学规律，探究学生的学习规律，
引领教师专业发展，促进学生健康成长; 他们积极地创新教研形
式，丰富教研内容，拓展教研工作的发展空间……教研员在丰富自
己的职业生命的同时，不可否认地创造着有意义的教育教学的价
值模式和价值成长。他们用科学思辨的精神叙述着自己的教育故
事，他们在日常的教育实践活动中收获着成功的快乐，涌现出许多
优秀的成果。为了荟萃这些成果，留下我们在基础教育课程改革
中探索的脚印，编辑出版《课堂探索丛书》。丛书的出版拟一改
“范式一律”的老规矩，收进的成果既有精品案例汇编、课题研究
成果汇编，又有学科教育教学的专题研究论文集，还有教科研专著
……我们期待，该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教研百花园中奉献些许芬
芳、增添一抹亮丽。

新课程带来的教育变革，使教育遭遇着传统与创新的冲撞。
尽管教育的实践活动处于理论和政策的规范体系之中，但由于地
域社会经济和教育发展的不平衡，以及学校教师和学生方面客观
存在的差异，与规范体系之间形成了一种发展张力，平衡两者之间
的关系需要足够的智慧、胆识与策略。作为教育科研机构和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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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需要以极大的热情来关注教育实践的活动策略与规范体系之
间所形成的张力，勇敢地迎接教研工作面临的挑战，承载义不容辞
的历史责任和文化责任。

新课程呼唤教研文化的重构。在我国的基础教育体系中，教
研员是一个角色独特的教育者，他并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线教
师，不能仅仅成为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操作者。这个角色既是上
传下达的纽带，更是理论与实践的纽带，上通教育理念和学科理
论，下达教育实践的研究和提升教学品质的实务。教研员的行为
牵动着教师的课堂内外，教研员应该成为一个站在高处的教育者。

努力追求职业责任和历史责任相统一。区域的教研活动，是
我们的职业行为，我们要摒弃浮躁和近视，抵制来自世俗与体制的
功利主义诱惑，沉心静气，耐住寂寞，尊重规律，做真学问，追寻教
学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我们越是思索历史和未来，我们越是
发现教研工作必须回归教育的本源，才有可能洞察教学的底蕴。

努力追求教学研究和文化责任相统一。教研工作的主阵地在
课堂，教研部门的服务对象是师生，我们关注的是教师的“教”与
学生的“学”，我们直面教育理想和教学现实的矛盾。我们要摒弃
媚俗与浅薄，研究教学文化的落差，引领教师建构正确的价值模
式，形成健康的价值成长态势。我们越是扩展关注的视阈，我们越
是发现教研工作必须传播先进的文化和思想，才有可能提升区域
基础教育的品质。

努力追求职业胸襟和学术民主相统一。我们教研工作要尊重
教师的日常教育实践，同时又要引导教师从自己的实践经验出发，
实现实实在在的内在的教学实践变革。我们要充分发扬学术民
主，促进教师自觉地实现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完善专业发展的自我
建构。我们越是崇尚科学，我们越是发现教研工作必须要有大气
开放的职业胸襟和民主和谐的学术风气，才有可能赋予教育变革
以真实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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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课程促进教研内容的重构。教研员在谋划教研工作时，要
从教研工作的本质属性来认识教研工作的根本内涵，从“教学的
平台”向“教育的境界”攀升; 在开展教研工作时，要学会“转向问
题的背后”，成为平衡兼顾的大师。

正确认识教研工作目标和教学实践目标的关系。教研工作的
主体是教研员和教师，客体是课堂教学及其教学的诸元素。帮助
教师形成课程意识，加强课程理解能力，提高课程开发能力和实施
能力，促进教师专业发展，是教研工作的最高目标。教研工作的具
体目标不能单纯地主观拟定，应该从教育发展的需求、历史发展的
规律出发，从对区域内教师日常教育实践地深刻分析出发，在对教
育客体的正确认知和准确把握的基础上综合谋划。教研工作目标
和教学实践目标是一致的，教研工作的目标就是为实现教学实践
目标服务。

正确认识学术器识和教学技能的关系。器识是道，有器识谓
德;技能是术，技能高超谓艺。教研员应德艺双馨。教研员应该加
强学习，努力提高自己的学术造诣，学有所长，研有所专，成为一个
具有卓见远识的人，一个保持宁静心境而有所追求的人。教研员
在课堂观察时，不能只关注教师的教学技能高低，而漠视了教师的
学术器识; 在引领教师专业发展时，要摆正“识”与“术”的关系，开
阔教师的视阈，提高教师专业素养。时代发展呼唤教育少一些
“教书匠”，而多一些大气开放的“教师”。

正确认识学科逻辑结构和学生认知规律的关系。为了实现让
学生健康成长为一个“完整的人”，教育试图统整学生的生活世界
和科学世界。生活世界和科学世界是各有其特殊规定的两个不同
的世界。所谓科学世界，是指建立在数理———逻辑结构基础上的，
由概念原理和规律规则构成的世界。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具有内
在的、历史的统一。如何恰当处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的关
系，一直是困扰课程改革及至教育改革的基本问题之一，亦是教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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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学科知识内容的逻辑结构是形成学生学科
素养的重要基石，学生的认知规律是教学过程必须遵循的客观规
律，对诸如此类问题的认识，深刻地影响到课程形态、教学行为、学
习方式以及评价方式。我们的教研工作要具有平衡兼顾的智慧，
做到既关注教，更关注学。所有的教育行为都要为学生的健康成
长服务，所有的教研工作都要从促进学生的和谐发展出发。

正确认识教育评价和改进教学的关系。新课程对评价的基本
理念有明确的界定:评价的主要目的是了解学生的学习历程，激励
学生的学习和改进教师的教学;教育评价应该建立多元的评价目
标，丰富多维的评价内容，探索多样的评价手段、方式方法，实现多
元的评价主体。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结果，更要关注他们学习的
过程;既要关注学生学习的水平，更要关注他们在学习活动中表现
出来的情感与态度。通过对教学过程和学生学习状况的考察，不
止看学生的表现，还要促使教师认识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改进教学
方式，优化教学行为。教育评价不同于教与学的过程，提供的是教
学过程的信息、洞察力和指导，旨在促进发展。评价应该体现以人
为本的思想，建构个体的发展。构建发展性评价新体系，充分发挥
评价对课程实施的良好导向和质量监控的作用。

新课程呼唤教研路径的重构。教育变革给教研工作呈现了缤
纷异彩的场景，多元嬗变、见仁见智，面对的是时时孕育其中的关
系冲突、思想交锋与行为抗衡，我们着力寻求教研工作“突出重
围”的路径。

坚持将丰富教研内涵和提升教研能力作为开拓教研工作新局
面的突破口。我们反对教研员机关化行政化，而提倡理论化专家
化，我们鼓励教研员做一个研究型的实践者或实践型的研究者。
在教育变革的大潮中，教研员不是旁观者，而是弄潮儿。如果教研
工作仅仅封闭于命题、考试、例行公事的听课评课等等事务性内容
范畴，不能潜下心来钻研感悟理论，不能静下心来理性观照教育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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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的全局，我们的教研工作势必萧条与枯竭。在新课改的背景下，
教研员的责任很大，担子很重，教育变革给教研工作带来了挑战，
同时亦给教研工作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教研工作的外在形态是有
限的，教研工作的内涵空间是无限的，这就需要教研员要多读书、
多思考、多探究，勤于思、敏于行、善于言，提高教研能力，丰富教研
内容，创新教研形式。深入学校，走向课堂，贴近教学，牵手师生，
实实在在地为有意义的教学服务，为提升区域基础教育品质服务。

坚持将骨干教师队伍建设作为促进区域教师专业发展的突破
口。教研部门有责任引领教师专业发展的方向。丰富教师职业的
专业内涵，营建教师专业发展的价值模式和价值成长范式是教研
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教师是点燃智慧火种的人，是启迪开发潜
能的人，当然，教师也是具有活生生个性的人，教师个体是鲜活的、
动态的，开发教师职业生命的心智空间，丰富教师职业生命的个性
内涵，弘扬教师职业生命的美好理想，是我们教研人的一种期盼。
教育，既要为学生创造幸福，又要为教师带来幸福。教研工作要以
师为本，关注教师情感体验，满足教师自我价值的实现。我们坚持
以骨干教师队伍建设作为突破口，来寻求教师专业发展的范式和
路径。

坚持将研究课程标准的本地化作为推进课程改革深入发展的
突破口。新课程冲击着原有的教育模式、课堂模式、学科知识体
系、学生学习方式。我们在实施新课程时必须理清以下关系:首先
是思想的厘清，然后才是思维的厘清;首先是认清目标，然后才是
目标的践行;首先是唤醒教师，然后才是唤醒教学;首先是系统机
制的变革，然后才是过程方法的变革。我们坚持从区域教学现实
出发，从课程标准的本地化着手，寻找新课程本地化实施方略。

坚持将考试评价的研究和实践作为提升区域基础教育品质的
突破口。考试评价是一柄双刃剑，直接影响到课程实施，直接影响
到区域基础教育品质。我们要坚持从考试评价的功能认识、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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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的多维指标构建、考试评价的方式方法、考试评价的技术应用
出发开展研究，努力践行，寻求考试评价对课程实施的正面导向和
质量品质监控的积极意义。

坚持将求真务实的课题研究作为提升教研工作品质和服务区
域教学的突破口。当下的课程实施有许许多多困惑与矛盾，亟待
厘清与解决。教研部门应该沿着发现问题、研究问题、寻找解决问
题的策略与方法这样一条路径，科学地展开行动研究。我们要坚
持求真务实的课题研究，实现有效教研，实实在在为第一线教学服
务，提升教研工作的品质，实现教研工作的价值。

值此丛书编讫付梓之时，作为主编，厘清思绪，发表些许关于
教研工作的思考，既是对丛书出版的感慨，又是自己对教育理想的
告白。反思过去，眺望未来，深感任务艰巨，责任重大，泛滥芜漫的
思绪，忽然悄然地栖聚在屈原的辞句上: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
下而求索。愿以此与同仁共勉。

周卓涛
2009． 11．于南昌状元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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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说“长文短教”
余映潮

所谓“长文”，就是篇幅长、文字多的课文。一般来讲，在初中
学段的语文教学中，现代课文在 2000 字以上、文言文课文在 500
字以上的，就可以视为长文。

长文在教材中的比例占 30%左右，如初中语文第一册 30 课
中，就有《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等 9 篇长文，第二册中，有《提醒
幸福》等 10 篇长文，第三册中，有《阿长与〈山海经〉》等 8 篇长文。
长文有着信息量大的优点，但同时也有占用课时多、容易引起学生
厌倦、信息繁冗、教学上难以处理等等弱势。所以，研究长文短教，
在提高教学效率上就有比较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由于长文短教需要研究教师如何巧读课文，如何精
选课文内容，如何组合教学内容，如何做到精练、高效、有用，所以
它具有教材处理研究的普遍意义，对它的成功探索，将影响所有文
章的教学处理。由这一点看，研究长文短教，对于大多数课文来
讲，就显得更有意义。

长文短教，从教材的类型看，可分为教读式处理与自读式处
理，教读式处理比较精细，自读式处理比较粗放，所以我们一般应
研究对长文如何教得精一点;从教学手法看，可分为平实性处理与
艺术性处理。平实性处理比较平淡，艺术性处理比较生动，所以我
们一般应研究如何教得生动一点。但无论怎样处理，无论运用什
么手法，长文短教都重在一个“短”字，这个“短”字，又主要表现在
“点”上。也就是说，长文短教的主要技巧在“选点”。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从如下很多很多的角度进行教材
处理:

1．紧扣课文教学要求，以完成一两个教学重点为目的进行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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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
2．根据课文内容，以讲清讲透一两个难点为目的进行短教。
3．分析竖式结构课文的脉络与布局，以突破课文的主要部分

为目的进行短教。
4．分析横式结构课文的写作特点，以“点面结合、以点带面”

为目的进行短教。
5．理解课文的语言特点，以落实一个“语言教学”的板块为目

的进行短教。
6．以增长知识、培养能力为目的，以突出课文中一个“知识的

集合”为目的进行短教。
7．以加强学生的实践活动为目的，对课文进行创造性改编或

创造性复述。
8．以训练某种阅读技能为主，选取课文中最有训练价值的内

容进行短教。
下面请看笔者在“选点”上对课文进行艺术性处理的两个操

作实例。
1．突出一个“语言训练点”
突出一个“语言训练点”，就是从课文的语文实际出发，从小

处着眼，从语言表达的方式着眼，在课文中寻找、发现、提炼出语言
表达的某个方面的技巧来进行教学。如或从词语表达，或从句式
运用，或从段落写作，或从人物塑造，或从景物描写的角度，积聚一
个闪亮的语言学习与运用的“点”，根据学生的能力，进行有的放
矢的突破，教给学生一点有用的知识。

如《羚羊木雕》的语言学用课———千姿百态表示“说”:
教学步骤一:朗读课文。
教学步骤二:整体理解课文内容。
教学步骤三:利用课文特点，教给一点似乎看不起眼而又实实

在在的知识———怎样把对话描写中的“说”这个“内容”写好。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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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进行了如下内容的品读。
1．“说”这个词是常常有的。如:
奶奶突然说:“算了吧，这样多不好。”
2．在具体的语言环境中有时省略表示“说”的字词。如:
“您已经给我了。”
“是的，这是爸爸给你的，可并没有允许你拿去送人啊!”
3．对话中有时用其他的“说”。如:
“那只羚羊哪儿去啦?”妈妈突然问我。
“不!”我哭着喊了起来。
4．在“说”字之前加上“态度”的修饰。如:
“你现在就去把它要回来!”妈妈坚定地说，“那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我要把裤子换过来。她却满不在乎地说: “算了吧，反正我已

经站了一个钟头，要是再换过来，你还得站两个钟头……”
5．用“神情”表示“说”或在“说”字之前加上“神情”。如:
“要说实话……是不是拿出去卖啦?”妈妈变得十分严厉。
“爸爸不是给我了么?”我小声地说。
6．带动作地“说”或以动作表示“说”。如:
妈妈站起来，一边递过糖盒一边说: “你不知道那是多么名贵

的木雕!”
“送给谁了? 告诉我。”妈妈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教学步骤四:浓缩课文内容，进行怎样把“说”写好的深入理

解式的练习———根据下面的对话，在横线上填入适当的内容:
“那只羚羊哪儿去啦?”妈妈突然问我。
“爸爸不是说给我了么?”我小声地说。
“我知道给你了，可是现在它在哪儿?”妈妈的目光紧紧地盯

着我。
“我把它收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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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在哪儿了? 拿来我看看。”妈妈好像看出我在撒谎。
“要说实话……是不是拿出去卖啦?”妈妈变得十分严厉。
“没有卖……我送人了。”我觉得自己的声音有些发抖。
“送给谁了? 告诉我。”妈妈把手搭在我的肩膀上。
“送给万芳了，她是我最好的朋友。”
“你现在就去把它要回来!”妈妈坚定地说，“那么贵重的东西

怎么能随便送人呢? 要不我和你一起去!”
“不!”我哭着喊了起来。
教学步骤五:运用所说的“千姿百态表示‘说”’的知识，就下

面的“场景”进行说话片段练习:
下午放学了，我很晚才回家，妈妈在村口等着我……
这种教学是艺术的，然而又是朴实的，从深处看，这也是一种

研究性学习，教师教给学生的，固然是一种知识，一种语言表达的
模式，但同时也是一把钥匙，教师所开启的不仅仅只是“千姿百态
表示‘说’”这把锁，他还会让学生想到千姿百态表示“喜”，千姿百
态表示“怒”，千姿百态表示“哀”，千姿百态表示“乐”……

2．交给一把“解读的钥匙”
或从模式分析的角度，或从内容点评的角度，或从方法式阅读

的角度，让学生习得并实践一种阅读的方法，达到以少胜多、以简
驭繁、长文短教的目的。

如《秋魂》的读法指导课。
教材分析:
这篇课文中的七篇“短文”，其构思规律表现在: 每篇“短文”

的思路、顺序都是由此及彼———先写“物”，再由物及人、由物及
理、由物及情;几乎所有的“短文”都是借物写人，都是为了表现
人，表现人的成长、表现人的品格、表现人的追求、表现对人生的理
解。因此，对这篇课文的教学，可以以点带面，长文短教，简化教学
头绪从而达到教师精要点拨、学生活动充分的教学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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