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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教“教材”为“用教材教”
记：新课改后的高中教学在教材使用方面与

以往有何区别？
田：过去，我们一些教师在教学时习惯于讲教

材，把一本教材从第一页讲到最后一页。新课改
实施后，是“用教材（或叫学材，即学生学习材料）
教”，通过使用教材来达到课程标准的要求。

新课改后的课堂教学要求“用教材教”，并不
是要否定和抛弃教材。教材是教学的最基本的课
程资源，要把教材当成素材、范例和“抓手”，而不
是把教材当做目的。教师通过创造性地理解和使
用教材，引导学生“走进教材”、“跳出教材”。当学
生能够带着自己的问题、想法、疑问、困惑走向教
师的时候，就意味着学生已经挣脱了教材的束缚，
并获得了个性的发展，这也意味着教师“用教材
教”达到了较高境界。一般来说，教学有三种境
界：一是教师带着教材走向学生；二是教师带着学
生走向教材；三是学生带着教材走向教师。我们
所要达到的目标应该是第三种境界。

要科学地设置课堂学习目标
记：市教育局明确提出要把“细化解读课程标

准、整合教材、科学设置学习目标”当做学科建设
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抓。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田：细化解读课程标准、整合教材（学材）、科
学设置学习目标，实质上是国家课程的校本化开
发（二次开发）问题，也是国家课程在本校的有效
实施问题。不会对国家课程进行校本化开发的教

师，不是合格的教师；不会带领教师对国家课程进
行校本化开发的校长，也不是合格的校长。

国家课程是国家规定必须要开设的课程，有
相对统一的教材（学材）的课程。一所学校教学质
量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对国家课程的把
握和对学科教材（学材）的处理。学校要从教师的
实际、学生的实际出发，对课程教材加以重新编
排，包括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的处理等。教师在教
学中首先要确定学生的起点，并据此决定教学内
容中讲解的详细安排，做到有详有略、有取有舍，
这是学科教师的课程实施能力问题。如果不对国
家课程、教材进行校本化开发，课堂学习目标不明
确、效果不理想，仅靠延长学习时间、过量布置课
外作业等，教学质量提升会很难。

创新教学模式要找到有效途径
记：新课程改革对教师的课堂教学提出哪些

新要求？
田：教育改革最终发生在课堂上。从某种意义

上说，课堂是教育改革成败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
站在为学生一生负责的高度去思考这样一个主题：
课堂，究竟应该拿什么献给学生？要改革和创新课
堂教学模式，每一位学科教师必须回答好三个问
题：一是你要把学生带到哪里（学习目标）？二是你
怎样把学生带到那里（过程与方法）？三是如何确
信你已把学生带到了那里（学习结果评估）？细化
解读课程标准、整合教材（学材）、科学设置学习目
标，所要解决的正是“你要把学生带到哪里”的问

题。因此，任何一个学科教师必须不断地提高自己
“设计教学的能力、实施教学的能力、评价教学的能
力”等三种基本能力。改革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必
须实现五个转变：把教室变学室，把教材变学材，把
教案变学案，把教学目标变学习目标，把讲堂变学
堂。改革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必须实现从“单向型
教学”向“多向型教学”转变；必须实现从“记忆型教
学”向“思维型教学”转变；必须实现从“应试型教
学”向“素养型教学”转变。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学”
记：实施新课程改革后，教师和学生的角色要

进行哪些转变？
田：改革和创新课堂教学模式，必须让教学

“回家”：先学后教，以学论教，少教多学。“先学后
教”是教学领域一场实质性的变革，是我国具有草
根性质的教育创新。把“教”转化为“学”，是先学
后教的关键，其实质是把学习的主动权还给学生，
让学习成为学生自己的事情，也是学习观和学习
方式的变革。

学习成了课堂的中心，学生成了课堂的主角，
课堂成了真正的学堂。教师找到了自己准确的定
位：促进学，即提示学、指导学、组织学、提高学、欣
赏学。在这个过程中，教师的主导作用不断转化
为学生的独立学习能力，随着学生独立学习能力
由小到大、由弱到强的增长，教师作用也就发生了
与之相反的变化，最终实现“教是为了不教”。这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启发式教学”。

2001年初，教育部确立了38个国家级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实验区，这标志着新一轮课程改革全面展开。今年我省高中新课革
实验工作已进入第二年。明年1月，2008级高中学生将迎来新课改后首次学业水平考试。

新课改实施以来，我市高中课堂教学都发生了哪些新变化？老师、学生在角色上如何转变？日前，记者（以下简称记）就此专
访了郑州市教育局副局长田保华（以下简称田）。 郑州日报记者 郭在伟 郑州晚报记者 郑学春

《新课改专刊》
约稿

牛年岁尾，正值我省新课改工作
开展得如火如荼之时，一份散发着幽
幽墨香的《新课改专刊》与大家见面了。

《新课改专刊》由郑州市教育
局与郑州日报、郑州晚报共同主
办，由郑州第一中学、郑州外国语
学校、河南省实验中学等数十所重
点中学及知名校外培训机构鼎立
支持。正式创刊后为每周一期，日
报对开四版，晚报四开八版，全面
覆盖市区及郊县各中小学校。

《新课改专刊》将充分展示我市
新课改教学成果，为学校之间、教师
之间、学校与家长之间提供一个沟通
交流的平台，并及时向学生和家长传
递新课改教学以及考试、招生方面的
动态信息，敬请关注并欢迎赐稿。

投稿邮箱：
zzwbtg@sina.com
办公地址：
郑州市陇海西路80号
联系电话：
郑州日报 67655700
郑州晚报 67655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