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3 年 12 月刊 

品味人生  

圆满 

从前有个不大的庙，却很有名，因为有一件镇庙之

宝，供奉着佛祖戴过的手链。因为珍贵，自然藏在密室。

这个地方只有老法师和 7个弟子知道。  

 7 个弟子都很有悟性，老法师觉得后继有人，将来

传位给他们之中任何一个都能光大佛法，却不想，发生

了一件事。 这串供奉已久的手链不见了!因为外人不能

进去，法师跟弟子说，你们谁拿了手链，只要放回原处，

我不追究，佛祖也不怪。 7 天过去了，手链依然不知去向。老法师又说了，谁

拿走了手链，只要承认了，这串手链就归谁了。7 天又过去了，还是没人承认。

老法师又说了，那么，你们明天就下山吧，拿了手链的人，如果想留下就留下。

第二天，6个人收拾准备走，一个人留了下来。那 6个人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干

干净净地走了。  

 老法师问那个留下的弟子，手链呢?弟子说，我没拿。老法师又问，你没拿，

为何留下来?为何要背个偷窃的名分?弟子说，这几天我们相互猜疑，总是要有个

结果的，总有水落石出那一天的。再说，手链不见了，佛还在呀。法师笑了，从

怀里取出了那串手链!没有解释为什么，只是戴在这名弟子手腕上。然后才说，

能想自己，更能想别人，就是佛法啊。  

【感悟】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无非是心意相通，能想人，肯想人，出发点是自己，

落脚点是别人，再然后又回到自己这里。拿物理来说，这是作用力与反作用力。

拿老话说，这是圆满。 

 
名师推荐 

大道如璞，返璞归真 
 

【简介】 

   李小燕老师担任历史教师 9 年，大队辅导员工作 7 年。在教学上积极进取，

是区历史教学中心组成员，并被推荐参加了上海市第三期青年骨干教师德育实训

基地班学习，2012 年的市督导中《唐朝的诗与画》一课公开教学得到市教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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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评，2013 年作为历史学科代表开设落实两纲教学的市级公开课。在团队工作

上李老师锐意创新，校少先队集体曾获得上海市红旗大队等各级各类奖项。李小

燕老师同时热心志愿者工作，于 2005 年——2009 年四年间参加上海博物馆志愿

讲解员工作，讲解得到游客好评。李老师认为教育的本质是教会学生适应社会以

及完善人格，因此教师在提高教育教学技能之外，还要注重个人修养，拥有朴实

的大情怀、大眼光，沉得住，站得出，这样才能教出稳健、扎实、全面的学生。 

【所获荣誉】 

2005 年  获闸北区“新苗奖”二等奖;  
2006 年  教育系统微型团课比赛 二等奖;  
2006 年  辅导马佳妮队员获得上海市“我看博物馆”中

学生征文活动二等奖; 

2007 年  课题《初中历史教学中博物馆资源的引入与利

用》被立项为上海市青年教师教育教学研究课题; 

2008 年  获闸北区教育系统优秀青年； 

2010 年  闸北区第四期初中青年教师学科研究小组优秀

学员； 

2010 年  辅导上海市和田中学被评为上海市红旗大队； 

2011 年  获得上海市“学贺信，育‘四好’”少先队征文比赛三等奖； 

2012 年  辅导江煜队员获得上海市优秀少先队员； 

2012 年  获得闸北区少先队征文比赛一等奖； 

2012 年  获得闸北区青年教师教学技能大赛中学历史二等奖； 

2013 年  获得闸北区教育系统学习型党员称号； 

2013 年  获得闸北区“十佳青年教师标兵”称号。 

【经验分享】 

作为一名教师，这个问题必须扪心自问——“我的教学到底有效吗？”或许

作为中考科目的各位“主课”老师会说，每次考试即是试金石。全不说这种评判

方式是否准确无误，只就初中历史教学而言，无中考压力，考试检验相对轻松，

我们是否更应该思考教学的目的，及其有效性的表现。 

教学论专家余文森教授曾界定说：“课堂教学的有效性是指通过课堂教学活

动，学生在学业上有收获、有提高、有进步。具体表现在：学生在认知上，从不

懂到懂，从少知到多知，从不会到会；在情感上，从不喜欢到喜欢，从不热爱到

热爱，从不感兴趣到感兴趣。” 

教学目的本源相同，但每个学科有每个学科的特性，就会有各自的侧重点，

以培养学生不同的能力。就历史学科而言，教育目的是否就是为了记住那些知识

点？答案当然是否定的，古人都说以史为鉴，加之历史本身的特点，历史教育的

最终植根点应该是“助益人生”！ 

在每一届初一的第一节历史课上我总要和学生说，为什么要学习历史。其中

有一点，学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认识自己，认识自己在这个世界的位置，从而做更

好的自己。可以说历史学科二期课改的精神也植根于此。正像《中学历史教学参

考》主编任鹏杰老师说的那样：“在谈历史教学有效性的问题时，恐怕也要从根

本上来看——历史教学应扎根于人性的沃土，紧密关切学生的人生，把‘教学’

升华为服务人生的‘教育’。” 

综上，要谈历史教学的有效，首先就要求教师持有正确的学科教育理念，不

然只会浅薄，甚至愈行愈远。除了正确的学科教育观念，要提高教学有效性还取



决于教师专业知识和技能的水平。一个历史教师的专业素养体现在他史学知识与

教学技能上，而史学知识是为最根本，很难想象一个历史知识储量不大的老师能

上好课，这是历史学科特性使然，历史学科可能是唯一一门需要老师补充并考证

大量教学内容本身的学科。正因如此老师广博的专业知识尤为重要。在此基础上

要提高教学有效性，我觉得应注意以下几方面： 

1、准确设定教学主旨 

教学主旨是这堂课教学的主干，是教师要达到的最终教育目的，一切设计都

要服务于主旨。不然一堂课下来学生也就记得几个零星知识点，达不到教学的深

层目的，起不了有效教学的作用，而主旨又不是一概而论的，老师们可以有自己

的不同想法，但前提是不脱离课本，表述准确。比如在上七年级历史《唐朝的诗

与画》这课时，我设立的主旨是——唐朝诗与画源于生活，反映一定的社会现实，

隐含着时代信息，是历史信息的一种载体。相对于只是就事论事的介绍唐朝的诗

与画，这个主旨更有“历史味”，它蕴含了史学的思想方法，教会学生了解历史

的方法，如此就不会把这堂课上成语文课。 

2、有效使用历史资料 

有效指的是围绕主旨，说明问题，以帮助学生通过过程的体验、思考，接受、

强化本课主旨。因此，相关史料的选择要十分审慎，乃至精挑细选。挑选原则是：

（1）相关；（2）学生能够理解；（3）有思维量。 

同样是《唐朝的诗与画》这课，为了说明“作为文学艺术作品的诗与画能够

印证作者所处时代的历史和作者本人对历史的认识”。我使用杜甫的《兵车行》，

将其间诗句与史料相印证。比如：诵读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

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 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

哭声直上干云霄。”我提问 什么人因何而哭？学生回答，

送行的家人哭，送家人去打 仗。诵读“边庭流血成海水，

武皇开边意未已。”老师说 明武皇则是指唐玄宗。杜甫

写这首诗的时候玄宗已发 动了好几场对周边民族的战

争。天宝八载，他曾下令进 攻吐蕃，死数万人。展示北

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相 关记载，然后提问“通过诗

歌和这段后世史料我们能 看出什么？”学生回答，当

时的确发生过这些抓人打 仗的事。老师顺势就能引导

“诗歌是能和历史相印证 的”。老师继续说明，当时这

些被强行征召的人对政府这种行为的态度竟然是“役夫敢申恨”？就算不情愿也

不敢抱怨、逃跑，这又是为什么呢？展示《唐律·擅兴律》：诸征人稽留者，一日

杖一百，二日加一等，二十日绞。即临军征讨而稽期者，流三千里，三日斩。”

不及时去参军打仗的人，会被施以杖刑，甚至绞刑。马上就要开战的时候延误时

间的要被流放三千里，逗留三天就会被杀掉！提问学生，看了这段材料你知道是

为什么了吗？学生回答，不去参军会被惩罚。用严厉的刑法，吓住老百姓，防止

招不到兵。老师最后总结，杜甫用诗的语言生动描绘了史书所记载的事件的历史

场景。这种诗歌式的历史记录，使后人、使更多的普通人了解战争对民众生活的

破坏。诗歌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象，但它是否真实我们还要依靠其他史料来佐证。 

通过这些教学流程，不仅使学生了解、理解了主旨，更将方法演绎给学生，

帮助其在以后的学习中能够自己选择方法和材料，解决问题。正应了那句老话—

—“教是为了不教”。 

除此两点之外，老师要加大教学有效性还要选择合适的教学方法。讲授、讨



论、探究等都要结合要解决的教学环节合理使用。另外还要关注课程资源的合理

利用，网络、图书馆、博物馆，都可以成为提高教学有效性的助力，但关键还是

服务于教学主旨，不是为用而用。  

最后，尊重学生主体，提高他们的学习兴趣，考虑个体差异，产生学习的主

观能动性，亦是提高教学有效性的重要途径。 

 
校本研修 

走进课堂做研究 

——课例研究中观察技术与诊断方法 

2013 年 11 月 14 日，闸北区教研室在实验中

学举行了“以主体式教研推进校本研修课程化进

程，提速区域教师专业化水平发展”的研讨会。会上，上海市教科院杨玉东博士

作了题为“走进课堂做研究——课例研究中观察技术与诊断方法”报告。报告非

常生动精彩，博得了满堂喝彩。摘录如下，与大家一起分享： 

一、从教研活动中的问题与困惑说起  

1. 介绍上海八区调研活动中发现的问题：  

（1）是否有明确的研讨方向？  

【杨博士说】教研组活动，老师不知道来做什么，某老师道：“我轻轻地来，

正如我轻轻地走，坐了一会，什么也没留下。”  

（2）是否让不同类型的教师感到受益？  

  【杨博士说】针对某校名优教研组调研时，某经验老师含蓄的道：“组内活动，

我不参加也没什么损失”；某刚入职的老师则说：“我多么希望参加教研活动，

弄清名师们讨论时的术语；我也急需名师们来评价我的课”  

（3）如何克服囿于经验的局限？（后面会具体讲解）  

（4）如何让研讨开展的更深入？  

  【杨博士说】调研某校，一次次“个性化作业的认识”课例研修、研讨，讲过

的问题认识却反复出现。最后一次研修“我”追问课例组老师们：结论是什么？

结果他们都沉思不已；调研结束时，面对其校长的追问，我也实话实说，并提出

改进的建议就是：活动责任在主持人。作为主持人，应该回顾上次活动内容，规

划本次研讨的方向，注意提炼概括要点。如果年轻老师能力不够怎么办？这就需

要技术方法。这里教给与会者一个小方法：右手栏，即关键词指向。听到发言及

时在本子的右边一栏记录你的感触即可，不管精彩与否。一次与赵宪初老师听了

一节数学课，课实在是乏味，听课者大多昏昏欲睡，独赵老师面带笑容，听得津

津有味，课后问他，他说：“想到这课每个环节怎么处理的这么差，越想就越有

想笑。”所以不管是正例还是反例皆有可学的地方。积极捕捉与自己思维的连接

点，做到“元认知思维监控”，从而提高反思批评的能力。  

2.对我们的教研活动期望：综上问题，杨博士概括出“四有教研”：  

（1）有主题。主题大小是否适合被研究。  

（2）有目标。每个人带着任务进入活动中。  



（3）有方法。小技巧往往能帮上大忙。如，“右手栏”。  

（4）有积淀。每次活动留下痕迹，整理每次记录，学会比较研究。  

【杨博士说】要努力通过“四有”来精致化我们传统的教研活动。  

二、如何突破经验层面的局限——课堂记录、诊断、评价的技巧  

（一）营造积极地观评课氛围：  

【杨博士说】基于观察事实发表观点，基于学习效果诊断课堂，其最终的目

的是发现问题，研究问题，不是做出评判，而是寻求改进。在听课环节青年教师

朋友要记住三句话。  

（1）这节课我听到了什么？看到了什

么？  

（2）这节课我记下了什么？  

（3）由此我想到了什么？  

归根结底，是要尊重理念与事实。  

（二）课堂记录层面的技巧：  

1．教学结构结构记录：  

【杨博士说】记录需要精确。记录到秒，可使误差降至最低。  

2．教学活动转换记录：  

【杨博士说】从节奏上的快慢。教给青年教师朋友一个方法：时间+字母+

时间=字母的这一个办法。通过节奏持续的长短看一节课的节奏快慢。  

3．课堂提问记录与分析：  

【杨博士说】要从提问的数量；提问的认知层次；提问的方式；问题的指向；

学生回答的方式；教师理答的方式等角度来看问的结构关系和思维跨度。何为提

问？只要引发学生思考回应的就是问题。其中问题的大小，问题结构关系，问题

的思维跨度和思维空间，能够为教学设计提供最直接的建议。  

（三）如何用学科内容分析工具诊断新教学  

【杨博士说】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层面作分析：  

 1．关键性教学事件分析：  

（1）“以小见大”的关键事件：针对某个特定的教学片段或教学事件，主观

性较强，反映的是对教学的专业判断力（适用于教龄 10 年左右的老师）有三个

步骤：  

①提出事件“是什么”描述性特征。  

      ②赋予事件“为什么”重要意义。  

③探讨事件“该如何处理”的处置性经验。  

（2）基于“三点“的关键事件：重点，难点，关键点三点式动态的，变化的，

笔者据此理解 “三点”是据目标，学情等而变化的。  

2．学习结果水平分析：强调听课前思考三个问题，我认为的重点是什么，

关键环节是什么，学生会学到什么，从而听后做一个比较结果分析。  

3．教学任务认知水平分析：（略）  

（四）如何获取学习效果“以学论教”  



1. 使用工作单分析学习效果  

2. 运用前后测了解学习效果。  

前测目的：学习新知的基础怎样？新知未学前已经知道多少？  

后测目的：学习新知后，不同学生达到什么学习层次？有何常见错误？  

 

挥舞翅膀 彰显青春 

——和田中学举行各年级学生广播操比赛 

一滴滴滑落的汗珠，散发青春的气息；一抹抹微红的双颊，

露出花样的笑容。为了推进阳光体育活动的蓬勃开展，增强

学生健康意识，展示和田学子的风采风貌，我校从 11 月初起

举行了各年级学生广播操比赛。我校师生对本次比赛十分重

视，在校长室和教导处的指导下，在组长刘宁老师的带领下，充满智慧与活力的

体育组老师们精心组织、密切配合，各年级的班主任积极响应，根据本次比赛要

求和内容，号召学生们积极投入，加强训练。体育组的老师们和学合行，利用体

育课和阳光体育活动时间，通过给学生逐个动作纠正与整个年级统一动作规范练

习相结合的方式，让每位同学掌握动作要领、节奏和

力度要求。  

    通过本次比赛，不但提高了我校学生广播操的质

量，同时也增强了各班级的凝聚力，培养了学生们的

责任感、团结协作和拼搏进取的精神。同学们饱满的

学习热情和优异的训练水平，为和谐文明的和田校园

又添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和田的健儿，和田的范儿 

真草隶篆、梅兰竹菊、笙管笛箫、唐诗宋词，是歌声里响亮的中国范儿，“挥

洒青春，舞动梦想，和学合行，和田第一”，是我们和田健儿的和田范儿。  

  2013 年 11 月 23 日，十二名啦啦操队员代表我校参加了 2013 年闸北区学生

阳光体育大联赛“风华初杯”啦啦操比赛，在七所

中学的激烈角逐下脱颖而出，获得初中组二等奖。

一个多月来，在老师的精心指导下，编排动作及队

形，同学们利用阳光体育和中午的休息时间刻苦训

练，每一个环节尽力做到最完美。  

  通过这次比赛同学们认识到了收获总是需要辛

勤的付出，成功总是来自刻苦的练习。和田的健儿

们今天在赛场上，展现整齐的动作、蓬勃的朝气、澎湃的热情、跃动的生机，明

天也将在更大的天地里展现和田的范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