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M

Y

CM

MY

CY

CMY

K

2017 ·11上封面+封底.pdf   1   2017/11/8 星期三   上午 9:07:24

万方数据



32017/11  上半月刊2017/11  上半月刊2

05   励耘讲堂
本期特稿

讲讲学科教学论建设的故事/顾明远 5

感悟老庄

“孕育者”和“哺乳者”

—关于道的教育和人的教育的环套隐喻 /陈建翔 7

专题报道

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教师的幸福感

—记敬德书院2017秋季论坛“儒家文化与教师幸福”/孙建辉 12

16   专题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顺义实践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杜　媛　田　瑾　毛亚庆 17

区域教育内涵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北京市顺义区“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项目”纪实 /刘禹含　王学萍 22

小课堂，大智慧

—孩子们的故事 /张　伟　裴艳玲 26

在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姚庆民　韩　利　唐丽萍　谢玉松 29

做一名“涵养生态”的开放型教育者 /靳桂香　王晓芳 32

我们的社会情感学习校本课程研究之路 /聂小华　孟海芹 35

基于构建参与机制的学校自主发展 /侯立坤　徐宝霞 38

以师为本，因需管理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下的教师管理改进 /杨宏伟 41

深度参与项目实践促学校内涵发展 /张立新　胡秀杰 44

以学校整体支持性环境建设促进内在质量提升 /姚宇鹤　左　艳 47

51   名师工作坊
教学流派

人文行走课程的缘起与精髓 /樊　阳 51

名师谈教学

走近绘本，走向学生

—一节小学英语绘本教学带来的启示 /王曼怡 56

61   课程与教学
如何实施问题式教学 /刘明成　洪　云 61

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设计内容及本质

—从学科教育心理学的视角分析 /皮国萃 65

如何设计和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活动 /胡雪峰　陈　丽 69

51 86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顺义实践

16

万方数据



32017/11  上半月刊2017/11  上半月刊2

05   励耘讲堂
本期特稿

讲讲学科教学论建设的故事/顾明远 5

感悟老庄

“孕育者”和“哺乳者”

—关于道的教育和人的教育的环套隐喻 /陈建翔 7

专题报道

在儒家文化中寻找教师的幸福感

—记敬德书院2017秋季论坛“儒家文化与教师幸福”/孙建辉 12

16   专题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顺义实践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杜　媛　田　瑾　毛亚庆 17

区域教育内涵发展的实践与探索

—北京市顺义区“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项目”纪实 /刘禹含　王学萍 22

小课堂，大智慧

—孩子们的故事 /张　伟　裴艳玲 26

在学科教学中培养学生的社会情感能力 /姚庆民　韩　利　唐丽萍　谢玉松 29

做一名“涵养生态”的开放型教育者 /靳桂香　王晓芳 32

我们的社会情感学习校本课程研究之路 /聂小华　孟海芹 35

基于构建参与机制的学校自主发展 /侯立坤　徐宝霞 38

以师为本，因需管理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下的教师管理改进 /杨宏伟 41

深度参与项目实践促学校内涵发展 /张立新　胡秀杰 44

以学校整体支持性环境建设促进内在质量提升 /姚宇鹤　左　艳 47

51   名师工作坊
教学流派

人文行走课程的缘起与精髓 /樊　阳 51

名师谈教学

走近绘本，走向学生

—一节小学英语绘本教学带来的启示 /王曼怡 56

61   课程与教学
如何实施问题式教学 /刘明成　洪　云 61

高中思想政治课教学设计内容及本质

—从学科教育心理学的视角分析 /皮国萃 65

如何设计和开展语文课堂教学活动 /胡雪峰　陈　丽 69

51 86

基础教育内在质量提升：顺义实践

16

万方数据



52017/11  上半月刊2017/11  上半月刊4

Teacher’s Journal
本期特稿  励耘讲堂

核心素养与学科教学

如何促进反应原理核心概念的形成

—以“化学反应限度”内容为例 /王福成 72

76   教师与发展
教师认同对教师专业发展的影响 /陈黎明 76

基于核心素养有效落实的教师研修探索 /李文萱　方　勇 81

85   发展方略
以自主教育引领学校特色发展

—记奋力崛起中的四川省遂宁市玉龙中学 /熊春艳 85

88   博览与叙事
博览

美国孩子学“奥数”吗？/赵　萍 88

叙事

教师怎么当，学生才喜欢 /陈传会 93

95   半月览
全球基础教育研究联盟第三届年会在石家庄外国语教育集团圆满召开 /肖佳晓 95

95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我们学习

苏联模式，师范院校培养师范生，必修教育

学、心理学、教材教法。教材教法是一门实

践性很强的课程，不仅要向师范生分析中学

所设学科的教材，传授教学方法，还要指导

学生到中学去实习。这是一门培养教师专业

化的重要课程，但却一直得不到师范院校的

重视，教授这门课的教师也得不到应有的尊

重。专业学科教师往往看不起教教材教法

的教师，评职称也会受到歧视，他们不认

为教学法也是一门科学。

这种状况必须改变。改革开放后，我

国学位制度的建立，为改变教材教法学科的

命运带来契机。1983年7月，第一届学位委

员会第二次学科评议组会议在北京召开。当

时北京师范学院以及华南师范学院（物理）

申请“教材教法研究”硕士授权点，华南师

范学院申报物理教材教法被送到物理学科组

去评议。当时的物理评议组召集人谢希德教

授说，物理组对此无法评议，于是送到教育

组。当时教育组的召集人是陈立教授（原杭

州大学校长、心理学家）和刘佛年教授（原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成员有我校王焕勋教

授和我等。刘佛年教授就与我们组员商量，

既然北京师范学院和华南师范学院都申报了

教材教法研究硕士点，这个学科在北京师范

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应该是

力量最强的，尽管它们没有申报，但也应该

给们以授予权。于是，这一届学科评议组通

过了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东北师

范大学、北京师范学院全方位及华南师范学

院物理单科的教材教法研究硕士授权点。这

些学校可以招收硕士研究生并授予学位，这

就是使师范院校教材教法课程的地位提升了

一个台阶。

教材教法课本身也确有些问题。因为

当时全国是统一的教学计划、统一的教育大

纲，各学科的教科书也是一个本子，全都是

一致的。师范院校的教材教法课程只研究

当时的教育大纲和教材，分析课文、教授

备课讲课的方法，研究范围过于狭窄，水平

确实有待提高。而且，教材教法研究不像一

门学科，它缺乏理论的支撑。于是，第二届

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在修订学科专业目录

时，我就建议把它改为“学科教学论”，并

入“课程与教学论”二级学科。从此，学科

教学论的学科地位初步建立起来。

在北京师范大学担任教材教学的教

师，其工作非常艰难，在系里不被重视，

又离不开系，因为师范生都在各系学习。

为了把学科教育形成一门学科，必须把专

业学科教师组织起来，形成一个团队，共

同建设。于是我在担任学校副校长以后，

就建议成立“中学教育研究中心”，由物

理学科教学论阎金铎教授任中心主任，总

算有了一个松散的组织，可以定期研究问

讲讲学科教学论建设的故事

文 /顾明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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