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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双峰，湖南省岳阳市华容县人，出生于１９７１年３月，本科

毕业于湖南师范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湖南省岳阳市优秀教师和

岳阳市优秀化学奥赛教练，现为深圳市龙华中学高中化学教师，

学校教科员、化学科组长。

十多年的教育教学生涯，在地市级以上教育教学研讨会上

讲课或讲学十多次；２００２年自主开发和参与的《学案式创新学

习》课题研究获湖南省第六届教研教改成果二等奖；在《中国教

育报》《中国教师报》《教师报》《教育时报》《理科考试研究》《中学

化学教学参考》《化学教育》《教育科学研究》《化学教学》《中学生

理科应试》《山西教育》《福建教育》《福建职业与成人教育》《中学

生学习报》《湖南师大报》等省部级教育刊物发表教研论文四十

多篇，获省级以上奖励的教研论文十多篇。

２００５年参与教育部化学新课程标准研制组组长王磊教授

的《新课程实施理论与实践１００问》编写工作；还曾经参与广东

省教研室王益群老师的《化学反应原理（教学设计与学材）》（鲁

科版）编写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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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当今时代，“后喻文化”渐趋主导（人类学家米德认为，传

统文化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前喻文化”，近代文化是着眼于当

下的“同喻文化”，而现代文化更多的是着眼于未来，故称为

“后喻文化”）。“后喻文化”时代的教育观更应该关注的是人

的潜能开发，也就是我们要把“以知识为导向的学习”转化成

一种“以智慧为导向的学习”。我们知道知识不等于智慧，知

识的更新与淘汰是很快的，但是智慧的开发是超越任何时段

的。值此“信息爆炸”、知识更新周期不断缩短之际，教育如何

化理论为方法、化知识为能力，关键就在于如何更好地开发人

的潜能与智慧，因此“转识成智”才应该是我们学习成长的真

正目的。

“转识成智”这个词源自佛学，讲的是通过修行以悟佛理、

开智慧。“悟性”是一种智慧，“悟”是一种认识上的飞跃。“悟

性”不只是理智的功能，更有意志与情感的参与。佛教的“悟”

有两种方法，一种是“渐悟”，讲究日积月累而修得“正果”。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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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传统教育通过不断的灌输和循循善诱的启发以积累知识、

完成学业的方法相似；另一种叫“顿悟”，特别是禅宗这一中国

特色的佛教往往更强调顿悟，讲究通过某种如“当头一棍”式

的“棒喝”以促成“悟性就在你脚下”的“豁然开朗”。我以为这

就是一种智慧的突然觉醒。当今是知识爆炸的时代，电脑已

经为记忆的储存提供了很好的工具，学习不应该再满足于对

背诵能力的训练。我借用“转识成智”这一佛学用语来谈教育

或表达自己的教育理念，是为了说明“后喻文化”时代的学习

不应只是知识的接受和积累（所谓的“两脚书柜”往往也是学

富五车、博闻强记，不可谓没有知识），更重要的是运用知识和

转化知识为智慧的能力。

知识，最多只能让人受益一时；智慧，却可以让人享受一

生。我认为只有智慧，才是“后喻文化”时代人的发展所真正

需要的。智慧表现为一个人的学识、风度、气质、才干等等，杜

威就指出智慧与知识不同。没有人反对智慧比知识更重要，

但是智慧是什么呢？它那么不确定，似乎永远被神秘的光环

包裹着，是常人所不能达到的。智慧确实在不断变化，不像知

识那么确定。当然一个人的智慧的培育需要知识，但有知识

不等于有智慧、知识多也并不意味着智慧高。知识只是人类

智慧的产物，它是智慧的外在表现，而智慧才是知识的内在核

心。同时还要指出的是智慧不是智力，它既包括掌握知识、运

·２·



用知识与知识创新，还要将人的智力品质、道德品质综合起

来。智慧根源于知识，但知识需要生成、升华、走向智慧，学习

需要通过知识引导人的智慧成长。人们获取知识的根本目的

就是为了创造幸福生活，而知识的自然存在方式要转化为文

化价值形态，就必须在人的智慧操作作用中，能为人类提供有

益服务时，才能真正实现这种转化。所以不能单纯地强调“知

识就是力量”，导致知识至上而忽视人的智慧培育。因为知识

在初始状态只是一种沉淀劳动、只是一种潜在的资本和生产

力，它只有通过人的智慧，才能转化为真正的、活生生的力量，

也只有在这时，知识才成为一种文化形态，这就是知识文化。

缺少智慧的知识只能是肤浅和平庸的知识，缺少智慧的学习

只能是平庸和跛足的学习。可以说新时代需要的是具有综合

素质的创新人才，这种创新人才不仅具备聪明才智，而且具备

与人合作、正直诚实、富有同情心的为人品质。

现实生活中有智慧的人常常是更有魄力，更有实力，因而

更有魅力。正因为此，我国的新课程改革将课程的知识与技

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三维目标定位在“一切为

了学生的发展”上，而这种发展是“全人”的智慧的培养与发

展，即强调课程要促进每个学生身心健康发展，培养终生学习

的愿望和能力，特别是要处理好知识、能力、品质、价值观的关

系，克服过分注重知识传承的倾向。西方著名学者怀德海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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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现代生活条件下……凡不重视智慧训练的民族，是注

定要灭亡的。”因此，我认为有生命力的新课程教育改革的价

值取向应该是：转识成智。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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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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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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



书书书

转识成智：与新课程同成长

目　录

课改思考 （１）……………………………………………………

　　新课程改革呼唤罗文精神 （３）………………………………

　　课改欠缺有效执行力 （８）……………………………………

　　新时代教育呼唤“灵动”的课堂教学 （１１）…………………

　　运用科学探究教学方法，创设化学新课程教学模式 （２７）……

　　从“转识成智”观点理解新课程 （４５）………………………

　　新课程改革为什么会举步维艰？ （５８）……………………

　　新课程改革中教师怎样成为平等中的首席 （６６）…………

　　基于忠实取向的新课程化学课堂教与

　　

学设计的思考

（７６）……………………………………

教育观点 （８５）…………………………………………………

　　决定教育成败的不是细节 （８７）……………………………

　　教育呼唤“理性的专业尊重” （９２）…………………………

　　高考新方案不能承受之重 （９７）……………………………

１

……………………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精品教育文丛　　　
　　　ＪＩＮＧＰＩＮＪＩＡＯＹＵＷＥＮＣＯＮＧ

　　素质教育需要从补差转向培优 （１００）………………………

　　论教育论文写作的媚俗化 （１０３）……………………………

　　说课———是否是教育科研的歧途？ （１１５）…………………

　　渡过成长性危机阶段，成为反思学习型新教师 （１１８）……

　　教师去留，让“专业实践智慧”做主 （１２４）…………………

　　教育拒绝分类与丈量 （１２７）…………………………………

　　教育论文应该是教师“射程以外”之获 （１３１）………………

　　教育腐败与教师无关 （１３４）…………………………………

　　泛民主化的倾向是否是当今教育发展的歧途？ （１３８）……

　　反对教育媚俗化，重建教育的尊严 （１４１）…………………

课外随想 （１４５）…………………………………………………

　　教师的胸怀与智慧 （１４７）……………………………………

　　从“鸡与兔同笼”问题谈教育的智慧 （１５１）…………………

　　无为治本，追求本真 （１５４）…………………………………

　　从“全面发展”到“全面关注” （１５７）…………………………

　　人才的“蘑菇现象”对成才的启示 （１６０）……………………

　　“让梨”教育让人生更美丽 （１８３）……………………………

　　宽容 （１８６）……………………………………………………

　　从“悲情诉求”转向“幸福感动” （１８９）………………………

　　一米阳光，一个崭新的世界 （１９３）…………………………

　　奔跑着和思考着 （１９７）………………………………………

２



转识成智：与新课程同成长

教学实践 （２０５）…………………………………………………

　　高中化学新课程的教材版本及主要特点 （２０７）……………

　　四字激趣，探究化学课堂教学的最优化情景 （２２３）………

　　高中化学选修模块新教材特点浅谈———品读与研讨

《化学反应原理》（鲁科版）后的体会 （２３０）……………

　　研究性学习课题设计与实施例谈 （２４２）……………………

　　新课程理念下的化学试题或问题设计的思考与实践

（２５１）………………………………………

　　《元素与物质的分类》学习指导 （２６６）………………………

　　领会溶度积概念，掌握沉淀溶解平衡 （２７０）………………

　　熵概念的解读和导学 （２７７）…………………………………

　　正确理解反应热△Ｈ的单位的含义 （２８１）………………

　　抓住知识的核心点，维构科学认知体系 （２８５）……………

　　高考化学试题的命题规律的探究浅谈 （２８９）………………

３

………………



书书书

课
改
思
考





转识成智：与新课程同成长

新课程改革呼唤罗文精神

远离家乡的日子太阳都是寂寞的，寂寞的光阴里，我靠读书

来打发我的时空。最近我在读一本书，一本让美国总统布什读

后感叹“这本书太可怕了，它把一切都说了”的书———《致加西亚

的信》。

《致加西亚的信》是１８９９年一个名叫阿尔伯特·哈伯德的

人为一本名叫《菲士利人》的杂志写的一篇评论。“送信”的事件

是指１８９８年美西战争期间，美国总统麦金莱要把一封信送给古

巴起义军首领加西亚将军，没有人知道他在什么地方。美国情

报局长向总统推荐了一位年轻的中尉安德鲁·萨莫斯·罗文去

送信。罗文从总统手中接过信，没有问类似“他在哪里？他长什

么样子？怎么样与他联系？我如何才能到那儿？”的任何问题，

便开始了寻找加西亚的征途。三个星期后，罗文把信送给了加

西亚并且带回了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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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ＪＩＮＧＰＩＮＪＩＡＯＹＵＷＥＮＣＯＮＧ

恕我孤陋寡闻和浅薄，对于这本书我乍读起来，好像平淡无

奇，罗文中尉送信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没有起伏跌宕的故事

情节，更没有豪言壮语，而且还是在作者阿尔伯特·哈伯德茶余

饭后的闲聊中，受他年幼的儿子的启发而写下的小册子，并过去

了一百多年。但仔细读来，越品越有味，它要告诉我们的道理简

单但富有哲理，至今仍有深刻的现实意义；我觉得《致加西亚的

信》旨在强调寻找“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和提倡“不要问什么

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精神。这时我想到我们困难重重的新课程

改革，不也需要“能把信送给加西亚的人”和我们具有“不要问什

么把信送给加西亚”的精神吗？

一、回首教育的往昔，“混”在社会

多少年来“太阳底下最光辉的事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的口号把教师们送上神坛，但现实中却又被重重地踩在脚

下———成为弱势群体、社会的“老九”。原因何在？社会从来不

会给一个人高薪，除非他的工作在社会中具有不可替代性。回

想当初的我们，有多少人报考师范院校是源自对教育的热爱（更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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