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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教学-改变从教师开始》

前言

　　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在课程结构上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其课程的“学习领域—科目—模块”的
三层级设计也成为高中课程改革的最大“亮点”，同时也是新的课程结构能否落实的难点。如何适应
课程结构与课程内容的变化，特别是如何解决在客观条件尚不具备的情况下，实现共同基础与多样选
择相统一的设计初衷，既是有效落实课改理念必须解决的理论问题，也是不可小觑的实践问题。　　
根据课程设置的变化和新编高中语文教材凸显的专题特点，采用以教材为基础、整合相关学习材料的
专题教学，就成为有效实施高中课程的必然选择。　　基于教材的专题教学主要由两部分构成，即教
材内容和教学专题。以人教版的高中语文选修教科书为例，基本上是以“专题组元，板块结构”为主
。譬如，《中国古代诗歌散文欣赏》每个单元有一个主题，主题之下又有“赏析指导”、“赏析示例
”、“自主赏析”、“推荐作品”四个板块。教材的这些设计既为实施专题教学提供了可能，同时也
引发我们思考如何删繁就简，突出主线，整合内容，实施专题教学。　　这里先要明确的是，在整合
单元内容基础上进行的专题教学与传统的单元教学有相同之处，但更有差异。　　专题教学与单元教
学都是从整体出发，统筹安排。但是，单元教学是以教材的一个单元作为教学的基本单位，单元内的
课文都是紧紧围绕某一个知识或能力目标进行编选，往往一个单元教完，就预示着一类知识或能力点
的教学任务完成了。而专题教学是以一系列同类材料为对象，在整合单元内容的基础上，围绕一个问
题、一个内容进行专门的研究。如此生成的研究专题，不再是单一的知识点或能力点，而是从教材中
提炼出来的，适于展开研究或具有探讨价值，可以统领整体教学的“问题”或“观点”。这样的“专
题”是教学的切入点，是语文能力的整合点，是语文素养的提升点。所以，对于教科书现有单元的文
本内容，采用的是围绕专题选择、整合、使用的原则。在专题教学的过程中，教师的任务是提供学习
的资源，指导研究的方法，解决学生的困难，引发学生的思考，拓展学生思维的广度和深度；而学生
则随着专题研究的不断深入，补充或生成新的学习资源，掌握一定的研究方法，思考并产生新的疑问
，完成从未知到已知、再到未知的思维过程。专题教学的渐进性和序列性不是以教材单元文本的学习
来体现，而是以学生的专题研究过程和成果来体现。这个过程和成果一定是学生知识学习、能力体现
、思维发展的表现和结果。　　再者，单元教学一般是通过一两篇课文的讲读，带动单元中其他课文
的自读，是以行为主义的强化一刺激学习理论为基础的。但是，在语文单元教学中，同一单元的课文
并不具备同一性和相似性，每一篇文章都有各自不同的个性风格、知识结构、文化和生活内涵，正所
谓“百文有百法”。即使同题材、同体裁的文章也会因作家不同，而展现出不同的知识和写作特色。
所以，讲读课文和自读课文之间难以形成像数理化的例题与习题的关系，不可以简单地把思路、方法
拿来模仿、迁移，立竿见影地起到触类旁通、举一反三的带动作用。而学习材料的同一性和相似性恰
是实施专题教学的一个基本要求。专题教学的实施首先是“选题”——确立学习专题。专题的确立，
又是源于对学习材料同一性和相似性的认同，即在材料的“相似点”上确立专题。也就是说，专题研
究，一定是围绕专题对相关学习资源的“同一性”、“相似性”的研究，遵循的是以学生已有学习经
验为基础的建构主义的学习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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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中语文模块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教学:改变从教师开始》是学习资源的再度整合与开发。专
题教学的实施一定是建立在具体的感性材料的基础上。只有科学地选择材料，才能保证专题教学的可
行有效。《高中语文模块课程理论与实践研究:专题教学:改变从教师开始》分为亲近文化经典；向古
人汲取智慧；感悟现实的精彩三篇，主要内容包括生命觉醒学做君子——《论语》选读；整合单元，
授之以渔——《中国文化经典研读》之“从义利之辨看儒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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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专题教学是此次高中课程改革中，出现的一种课程模块，它是组织教学材料的一种方式，是学生
处理学习材料的一种方法，是一种与以往语文教学完全不同的一种课程结构，它的出现预示着高中语
文课堂教学行为的根本转变。专题的组合是以语文学习中的某一类知识、能力为内核将学习材料组织
成一个逻辑性相对较强、系统的教学单位。以“专题”的形式组织材料也为了在一个相对较长的时间
内，让学生集中、系统地阅读某一领域内不同观点的学习材料，以形成自己对这一内容的理解与思考
。教学中是以学生的自我阅读，自己解决学习中遇到的问题为主，教师则起“助”的作用。也就是说
，在学生自我不能解决学习问题时，教师要有能力帮助学生寻找并搭建一个学习支架，协助学生提升
他们在专题学习中质疑问难的能力。这种教与学的方式注重的是学生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法与过
程，而不是问题答案的获取。　　而问题则是学生学习、阅读的诱发点，没有问题就没有学习。这节
课中教师指导的“设题”、“专题”、“选题”，其实就是指导学生把阅读中形成的问题进行整合、
筛选与明确。问题有开放性的问题，有封闭性的问题。开放性问题答案多样、不确定；封闭性问题答
案唯一、明确。不过“专题学习”中有思考与研究价值的问题都是开放的，封闭性的问题一般都是早
有定论的。据此可知，“专题”是组织学习材料的一个凝结点，问题是“专题”中的生长点、拓展点
、研究点、联系点。　　一、归纳思维的多样性　　归纳思维有多种形式，本实录中的教师重点关注
到了几篇不同文章间的联系与比较，却否定了一位同学单篇文章内不同内容表现同一人物形象的归纳
与整合。这个否定是源自于教师对专题与问题理解有误而导致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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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好 内容实在 给人启发不少于5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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