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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命》

内容概要

《教学革命:蔡林森与先学后教》主要内容简介：改革开放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教育事业取得
了巨大的成绩。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实现，职业教育快速发展，高等教育进入大众化阶段，教育公
平迈出了重大步伐，全民素质大大提高，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转变逐步实现。但我们必须清
醒地认识到，我国教育还不能完全适应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还不能完全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良好教育
的要求。2010年7月，党中央、国务院召开了新世纪以来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颁发了《国家中长
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以下简称《规划纲要》），描绘了未来教育改革发展的
宏伟蓝图。指明了今后教育事业科学发展的方向。《规划纲要》提出，到2020年，我国要基本实现教
育现代化，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进入人力资源强国行列。这是一项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要完成这个
任务，需要广大教育工作者辛勤劳动、开拓创新，尤其需要一线教师坚守教育理想，提高专业素养，
创新教育教学模式。因此，当前教育改革发展的一项紧迫任务，就是要建设一支师德高尚、业务精湛
、结构合理、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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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命》

书籍目录

序1  顾明远序2  蔡林森这样当校长郭振有简介开篇  成长历程  一、吃苦是福  二、吃苦才能学会学习  三
、吃苦才能当好教师  四、吃苦才能建成名校  五、吃苦才能终身幸福第一章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
教学法的应用价值  一、大面积提高教学质量，让每个学生会学、学好  二、有效地实施素质教育，让
每个学生的全面素质得到提高  三、从根本上减轻学生过重的课外负担  四、有普遍的应用价值第二章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的形成与发展  第一节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的形成    一、
起步阶段——当堂训练(初中阶段)(1982年～1991年)    二、形成阶段——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初中阶
段)(1992年～1999年)    三、完善阶段——与新课程改革接轨(初中阶段)(1999年～2006年)  第二节  “先
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的发展(高中、小学阶段)(2006年以后)    一、小学走出新路(2007年以后)    
二、高中有所突破(2008年以后)第三章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的理论基础及思想细节  第一
节  理论基础    一、教学论基础    二、哲学基础    三、心理学基础  第二节  思想细节    一、一节没有任
何“花样”的课    二、课堂头1分钟里的“玄机”    三、让学生像上战场那样去搏斗    四、给孩子主动
求知、自我发展的自由第四章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的操作方法  第一节  一般操作方法    一
、板书课题    二、揭示目标    三、自学指导    四、先学    五、后教    六、当堂训练  第二节  小学各科教
学的操作方法    一、小学语文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二、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三
、小学综合学科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四、小学音体美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第三节  中学各
科教学的操作方法    一、中学语文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二、中学数学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三、中学外语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四、中学政治、历史、地理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五、
中学物理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六、中学化学、生物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    七、中学音体美
教学中的操作方法及课例第五章  “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法的普遍推广  第一节  要有正确的教育
思想  第二节  要有正确的评价标准    一、明确评课的标准    二、制订并执行好评课制度    三、评课细则
 第三节  要讲求实效，灵活运用  第四节  要长期实践，探索不停  第五节  学校教研要研究教改中的问题
   一、学校教研的课题就是研究教学改革中存在的问题    二、学校教研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    三、
学校教研的成果  第六节  要坚持教书育人责任制，课改也要“包”结束语  专家评述    一、中国教育学
会会长顾明远致“蔡林森教育管理思想研讨会”的贺信    二、教育的科学发展和名校长的成长    三、
蔡林森，一本活的教育学    四、永威经验给我们的五点启示    五、向永威学校学什么    六、洋思，一
个朴素的教育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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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命》

章节摘录

　　早晨刷牙，我只得伏在桌上，边刷牙边喘气，上课时，常常喘得说不出话来。但是，我凭着顽强
的意志，仍然超负荷工作，拼死拼活改革创新。　　我认真学习邓小平理论，把“包”字请进校，与
教师签订了责任制，搞项目、层层承包，引导教师确立“没有教不好的学生”的教育思想，坚持“堂
堂清”、“日日清”、“周周清”、“月月清”的教学过程管理，千方百计地教好每一位学生，让每
一位家长满意。多年来，洋思中学的入学率、及格率、毕业率、升学率均为100％，学校终于走出困境
。1994年10月，《江苏教育报》、《中国教育报》发表长篇报道《洋思之路》，在全国引起了很大的
反响，江苏省的学校纷纷涌进洋思参观、学习。　　在成绩面前该怎么办？我还是选择了“吃苦”。
记得1994年10月《洋思之路》发表的那天晚上，我带领教师不是在陶醉，忘乎所以，开什么庆祝会，
而是头脑冷静，召开分析会，找问题，确立新目标，决心打更大的仗。第二天清早，我赶到泰兴市教
育局邵海清局长家里，请他支持我们解决新问题，再登新台阶。　　从此，我每天继续找问题，解决
问题。洋思中学在一步一步地走向名校。学校加大了课堂教学改革的力度，每天都要接待来校的参观
者。我从自己的成长、自己3个孩子的成才以及自己工作的实践中，悟出一个道理，找到一个规律，
就是教学先要让学生学。经过长期探索，我和老师们一起创立了“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
。这种模式，改变了“教”与“学”的顺序，由“先教后学”，变为“先学后教”还处理好“教”与
“学”的关系，即“以学定教”（根据学情确定教的内容和方法），“以教促学”（教解决学中的问
题）。这种模式能提高教学质量，实施素质教育，减轻学生课堂负担。1998年，我写了一万多字的文
章，分“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目标”、“素质教育的课堂教学结构”、“素质教育的课堂评价标准
”3大部分，详细介绍“先学后教，当堂训练”的教学模式，发表在1998年7、8期合刊《人民教育》杂
志上，在全国反响很大。江苏省教委在南京召开全省教学工作会议，会上，我作介绍，我校老师上公
开课，省教委下发推广“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教学模式的文件。省内外教育工作者纷纷涌进洋思中
学参观考察。我带领老师去全国五百多处作讲座，上公开课，均获得成功。许多家长纷纷要求送孩子
进洋思中学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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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命》

精彩短评

1、实用，抄听课本的教案集备用。学生学老师点拨。
2、盼了好多天，终于要到手了
3、　　　教学一定要革命 
　　　　——读《教学革命:蔡林森先学后教》有感 
　　　　读《教学革命——蔡林森于先学后教》这本书开篇（3-13页）蔡林森校长对于自己大半生的
总结，让人读来备受感动和敬佩。通过“吃苦是福”、“吃苦才能学会学习”、“吃苦才能当好老师
”、“吃苦才能建成名校”和“吃苦才能终身幸福”五个内容简述了自己成功的秘诀。不仅对我这样
的普通教师，也对教育教学管理者都深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教学必须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蔡林森说“教学革命”，这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纯粹
的商业炒作？当我把全书从头至尾、从尾至头读了几遍之后，我深深地觉得，“教学革命”是蔡林森
对当前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现状的大声疾呼，是他多年基层教学管理工作的经验之谈，凸显了一位老教
育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正如小平同志当年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样，蔡林森校长将他的新
著定名为“教学革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教学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 
　　　　一、少讲。我觉得少讲实际上是在充分备好课后对自己所要讲解内容的进一步提炼和优化。
让重点更突出，讲解更精确而简洁，问题解决更有针对性。可以这样理解，老师的工作量是不变的，
课前多做了，课上自然就少讲了。教师在课上讲的内容一般有两类：一是讲基础知识点、重点、难点
；二是讲题目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多，学生不会做的练习题也多，要想少讲就还有个“备学
生”的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专讲学生困惑和不会的。这一点很多教师做得很不够，所以有很
多的自认为该讲之处，一讲就讲多了。 
　　　　二、精练。老师跳进题海，学生跳出题海。这一过程的实施需要老师对练习题去芜存精，让
学生下笔练习真正起到巩固和提高能力的作用，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还需要老师能精心安排，促进学
生的思考，提高学生的效率，做到练一题（或几题）掌握一种类型的思路和做法。很多教师在课上练
习题的安排上比较被动、随便，没有目的性，很多时候学生做完了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效果。精练与
少讲是相辅相成的，讲得多了，学生就没时间练了，学生听累了，想练也投入不进去了，做题很难会
细致和富有成效。 
　　　　三、多检查。检查包括提问、练习题的复查、测验等很多形式。它是最能体现学生掌握水平
的，也考察老师的协调能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与其说是检查学生毋宁说是检查老师自己。因为
对于出现问题的解决与补救，对学生的督促以及习惯养成教育都是门艺术，就看你是否掌握的纯熟。
有的老师提出“三分教，七分管”可以说正是基于对这一环节相当的重视而言的。如果学生检查不过
关，测验不及格，甚至大部分学生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么简单地督促学生再多花时间来背，来重做，
我想并不是一个得力的措施，教师要反躬自查，检查也是学生帮助教师提高的一个过程，学生的检查
不过关就像内容没听懂一样，有着老师没做到的地方。 
　　　　读这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先学后教”的理念和模式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经过蔡校长和
众多师生长期辛苦努力，从实践中反思总结而来的。这其中校长和老师要服从多少努力和智慧，单就
每学期每个老师开设三节公开课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也让我改正里部分思想误区，苦干是要遵循
规律，讲究方法的，虽然蛮干也属于苦干，但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4、我特别喜欢这本书。看书如看人，蔡林森校长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为老师着想的校长，非常朴
实、真实，内容给我帮助较大。
5、当前我校在进行教学改革，变卖了这本书看看，蔡林森真的不一般。看里面的图片，长着一副伟
人像。九十年代他的名言：没有教不好的学生，只有不会教的老师。至今响彻耳畔。
6、教学需要反思，我们不一定全盘接受别人的看法，但我们必须有自己的见解。
7、近期各地都在进行教学方式的转变，读了本书，很有启发。
只是本书在部分内容上前后有所重复。
8、我建议全国的所有老师都看看，给学生减负，让自己不累且效果好！
9、值得学习借鉴，收获很好！
10、给朋友买的，他说不错---
11、方法实用,大家智慧.一马当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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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命》

12、宣传较多，在实际操作方面有一定借鉴意义。
13、多掌握一种教学流派而以。
14、在课改上，洋思是杜郎口、昌乐、横水、新绛的老师。蔡林森提出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影
响很大，减轻了学生负担，发挥了学生主体性。此书很好，颇有操作性，对课堂教学改革有启示，罗
大耳朵先后买过4本。
15、很喜欢，价格很便宜，支持当当！！！
16、这本书对我的教学帮助很大，值得推荐！
17、作为一所农村学校校长，我曾经在很多书店寻找类似的教师培训用书，很可惜，夸夸其谈的多，
真正能够指导教学改革的很少。我购买了一本《教学革命——蔡林森与先学后教》，觉得非常满意，
于是给全校老师购买，人手一本，并且要求读后写教学改革方案。希望一段时间后作者和编者能根据
教改形势修订后再版，使之更完善。
18、这本书主要是洋思教学理念及课堂教学过程，我们学校正在执行，买本书领导们照猫画虎罢了。
19、这本书对我的课堂高效改革非常有用，让我少走了许多弯路。非常好。
20、今天终于收到这本书，看着挺过瘾的，非常好，没有太多深奥的理论，就是实实在在的方法，对
我很有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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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革命》

精彩书评

1、教学一定要革命——读《教学革命:蔡林森先学后教》有感读《教学革命——蔡林森于先学后教》
这本书开篇（3-13页）蔡林森校长对于自己大半生的总结，让人读来备受感动和敬佩。通过“吃苦是
福”、“吃苦才能学会学习”、“吃苦才能当好老师”、“吃苦才能建成名校”和“吃苦才能终身幸
福”五个内容简述了自己成功的秘诀。不仅对我这样的普通教师，也对教育教学管理者都深有启迪和
教育意义。教学必须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蔡林森说“教学革命”，这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纯
粹的商业炒作？当我把全书从头至尾、从尾至头读了几遍之后，我深深地觉得，“教学革命”是蔡林
森对当前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现状的大声疾呼，是他多年基层教学管理工作的经验之谈，凸显了一位老
教育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正如小平同志当年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样，蔡林森校长将他的
新著定名为“教学革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教学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一、少讲
。我觉得少讲实际上是在充分备好课后对自己所要讲解内容的进一步提炼和优化。让重点更突出，讲
解更精确而简洁，问题解决更有针对性。可以这样理解，老师的工作量是不变的，课前多做了，课上
自然就少讲了。教师在课上讲的内容一般有两类：一是讲基础知识点、重点、难点；二是讲题目的解
题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多，学生不会做的练习题也多，要想少讲就还有个“备学生”的问题，了解
学生的掌握情况，专讲学生困惑和不会的。这一点很多教师做得很不够，所以有很多的自认为该讲之
处，一讲就讲多了。二、精练。老师跳进题海，学生跳出题海。这一过程的实施需要老师对练习题去
芜存精，让学生下笔练习真正起到巩固和提高能力的作用，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还需要老师能精心安
排，促进学生的思考，提高学生的效率，做到练一题（或几题）掌握一种类型的思路和做法。很多教
师在课上练习题的安排上比较被动、随便，没有目的性，很多时候学生做完了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效
果。精练与少讲是相辅相成的，讲得多了，学生就没时间练了，学生听累了，想练也投入不进去了，
做题很难会细致和富有成效。三、多检查。检查包括提问、练习题的复查、测验等很多形式。它是最
能体现学生掌握水平的，也考察老师的协调能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所以与其说是检查学生毋宁说是
检查老师自己。因为对于出现问题的解决与补救，对学生的督促以及习惯养成教育都是门艺术，就看
你是否掌握的纯熟。有的老师提出“三分教，七分管”可以说正是基于对这一环节相当的重视而言的
。如果学生检查不过关，测验不及格，甚至大部分学生都存在这种情况，那么简单地督促学生再多花
时间来背，来重做，我想并不是一个得力的措施，教师要反躬自查，检查也是学生帮助教师提高的一
个过程，学生的检查不过关就像内容没听懂一样，有着老师没做到的地方。读这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
，“先学后教”的理念和模式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经过蔡校长和众多师生长期辛苦努力，从实践中
反思总结而来的。这其中校长和老师要服从多少努力和智慧，单就每学期每个老师开设三节公开课也
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也让我改正里部分思想误区，苦干是要遵循规律，讲究方法的，虽然蛮干也属
于苦干，但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2、　教学一定要革命 　　——读《教学革命:蔡林森先学后教》有感 　　读《教学革命——蔡林森于
先学后教》这本书开篇（3-13页）蔡林森校长对于自己大半生的总结，让人读来备受感动和敬佩。通
过“吃苦是福”、“吃苦才能学会学习”、“吃苦才能当好老师”、“吃苦才能建成名校”和“吃苦
才能终身幸福”五个内容简述了自己成功的秘诀。不仅对我这样的普通教师，也对教育教学管理者都
深有启迪和教育意义。 　　教学必须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蔡林森说“教学革命”，这是故作惊
人之语，还是纯粹的商业炒作？当我把全书从头至尾、从尾至头读了几遍之后，我深深地觉得，“教
学革命”是蔡林森对当前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现状的大声疾呼，是他多年基层教学管理工作的经验之谈
，凸显了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正如小平同志当年称“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一样，蔡
林森校长将他的新著定名为“教学革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教学改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艰
巨性。 　　一、少讲。我觉得少讲实际上是在充分备好课后对自己所要讲解内容的进一步提炼和优化
。让重点更突出，讲解更精确而简洁，问题解决更有针对性。可以这样理解，老师的工作量是不变的
，课前多做了，课上自然就少讲了。教师在课上讲的内容一般有两类：一是讲基础知识点、重点、难
点；二是讲题目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多，学生不会做的练习题也多，要想少讲就还有个“备
学生”的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专讲学生困惑和不会的。这一点很多教师做得很不够，所以有
很多的自认为该讲之处，一讲就讲多了。 　　二、精练。老师跳进题海，学生跳出题海。这一过程的
实施需要老师对练习题去芜存精，让学生下笔练习真正起到巩固和提高能力的作用，而不是机械地重
复；还需要老师能精心安排，促进学生的思考，提高学生的效率，做到练一题（或几题）掌握一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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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的思路和做法。很多教师在课上练习题的安排上比较被动、随便，没有目的性，很多时候学生做完
了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效果。精练与少讲是相辅相成的，讲得多了，学生就没时间练了，学生听累了
，想练也投入不进去了，做题很难会细致和富有成效。 　　三、多检查。检查包括提问、练习题的复
查、测验等很多形式。它是最能体现学生掌握水平的，也考察老师的协调能力与处理问题的能力，所
以与其说是检查学生毋宁说是检查老师自己。因为对于出现问题的解决与补救，对学生的督促以及习
惯养成教育都是门艺术，就看你是否掌握的纯熟。有的老师提出“三分教，七分管”可以说正是基于
对这一环节相当的重视而言的。如果学生检查不过关，测验不及格，甚至大部分学生都存在这种情况
，那么简单地督促学生再多花时间来背，来重做，我想并不是一个得力的措施，教师要反躬自查，检
查也是学生帮助教师提高的一个过程，学生的检查不过关就像内容没听懂一样，有着老师没做到的地
方。 　　读这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先学后教”的理念和模式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经过蔡校长和
众多师生长期辛苦努力，从实践中反思总结而来的。这其中校长和老师要服从多少努力和智慧，单就
每学期每个老师开设三节公开课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也让我改正里部分思想误区，苦干是要遵循
规律，讲究方法的，虽然蛮干也属于苦干，但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3、读《教学革命——蔡林森于先学后教》这本书开篇（3-13页）蔡林森校长对于自己大半生的总结，
让人读来备受感动和敬佩。通过“吃苦是福”、“吃苦才能学会学习”、“吃苦才能当好老师”、“
吃苦才能建成名校”和“吃苦才能终身幸福”五个内容简述了自己成功的秘诀。不仅对我这样的普通
教师，也对教育教学管理者都深有启迪和教育意义。教学必须改革，这是毋庸置疑的。而蔡林森说“
教学革命”，这是故作惊人之语，还是纯粹的商业炒作？当我把全书从头至尾、从尾至头读了几遍之
后，我深深地觉得，“教学革命”是蔡林森对当前基础教育教学工作现状的大声疾呼，是他多年基层
教学管理工作的经验之谈，凸显了一位老教育工作者的拳拳之心。正如小平同志当年称“改革是中国
的第二次革命”一样，蔡林森校长将他的新著定名为“教学革命”，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前教学改
革的广泛性、深刻性和艰巨性。一、少讲。我觉得少讲实际上是在充分备好课后对自己所要讲解内容
的进一步提炼和优化。让重点更突出，讲解更精确而简洁，问题解决更有针对性。可以这样理解，老
师的工作量是不变的，课前多做了，课上自然就少讲了。教师在课上讲的内容一般有两类：一是讲基
础知识点、重点、难点；二是讲题目的解题思路和方法。重点难点多，学生不会做的练习题也多，要
想少讲就还有个“备学生”的问题，了解学生的掌握情况，专讲学生困惑和不会的。这一点很多教师
做得很不够，所以有很多的自认为该讲之处，一讲就讲多了。二、精练。老师跳进题海，学生跳出题
海。这一过程的实施需要老师对练习题去芜存精，让学生下笔练习真正起到巩固和提高能力的作用，
而不是机械地重复；还需要老师能精心安排，促进学生的思考，提高学生的效率，做到练一题（或几
题）掌握一种类型的思路和做法。很多教师在课上练习题的安排上比较被动、随便，没有目的性，很
多时候学生做完了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效果。精练与少讲是相辅相成的，讲得多了，学生就没时间练
了，学生听累了，想练也投入不进去了，做题很难会细致和富有成效。三、多检查。检查包括提问、
练习题的复查、测验等很多形式。它是最能体现学生掌握水平的，也考察老师的协调能力与处理问题
的能力，所以与其说是检查学生毋宁说是检查老师自己。因为对于出现问题的解决与补救，对学生的
督促以及习惯养成教育都是门艺术，就看你是否掌握的纯熟。有的老师提出“三分教，七分管”可以
说正是基于对这一环节相当的重视而言的。如果学生检查不过关，测验不及格，甚至大部分学生都存
在这种情况，那么简单地督促学生再多花时间来背，来重做，我想并不是一个得力的措施，教师要反
躬自查，检查也是学生帮助教师提高的一个过程，学生的检查不过关就像内容没听懂一样，有着老师
没做到的地方。读这本书前几章可以看出，“先学后教”的理念和模式并不是凭空诞生，而是经过蔡
校长和众多师生长期辛苦努力，从实践中反思总结而来的。这其中校长和老师要服从多少努力和智慧
，单就每学期每个老师开设三节公开课也不是容易的事情。同时也让我改正里部分思想误区，苦干是
要遵循规律，讲究方法的，虽然蛮干也属于苦干，但本质区别就在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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