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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对广大教师提出了许多新的要求,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 在课堂教学过程

中也必将会蕴育出更多新的生成性教育资源。我们旨在通过本次调查,了解新课程化学教学中开发和利用生成性

资源的现状。以期尽快将先进的新课程理念转化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切实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效改进课堂教

学方法,进一步改革学生学习方式,拓展学生的学习资源。

关键词　新课程　生成性资源　课堂教学

　　2005年 8月我们对闵行区 13所新课程试点学校的全

体化学教师及其余学校的化学教研组长和备课组长,进行了

一次针对新课程化学教学中开发生成性资源的问卷调查。

下面是我们对本次调查进行的分析和研究。

1　调查的目的意义

当前,随着新课程的实施,对广大教师提出了许多新的

要求,也带来了许许多多的新问题。在课堂教学过程中也必

将会蕴育出更多新的生成性教育资源。著名教育学者叶澜

在《重建课堂教学过程观》一文中指出:“学生在课堂活动中

的状态,包括他们的学习兴趣 、积极性 、注意力,学习方法与

思维方式,合作能力与质量,发表的意见 、建议 、观点,提出的

问题与争论乃至错误的回答等等,无论是以言语,还是以行

为 、情绪方式的表达,都是教学过程中的生成性资源。”新课

程标准认为,教学过程是开放的,不是封闭的;是生成的,不

是预设的。课堂教学活动不是“静止的”而是“动态的” ,具有

一定的“随机性”和“不可预设性” ;教学中师生间的交往(教

与学的双边活动)随时会产生各种各样意料之外的情景和问

题,如思维的碰撞 、意见的分歧 、情感的交融等,这些不可预

设的动态的“生成性资源”是教育教学中师生所表现的最具

“真实性”和“时效性”的。显然 ,随着课堂教学创新改革的不

断深入,注重新课程化学教学中生成性教育资源的开发和研

究,利用好生成性教育资源将会使我们的课堂教学更富于创

造性和生命的活力。

为此,我们旨在通过本次调查,了解当前化学教学中开发

和利用生成性资源的现状。以期尽快将先进的新课程理念转化

为教师的教学行为;切实转变传统的教学观念,有效改进课堂教

学方法,进一步改革学生学习方式,拓展学生的学习资源。

2　调查内容与结果

本次是不记名调查,在整个过程中广大教师作了密切的

配合,调查氛围非常好。我们共设计了以下几个问题展开调

查,下面是本次调查的主要内容和各选项所占教师的比例。

(1)你知道教学理论中“生成性资源”这个名词吗?

选项
知道但

不了解
不清楚

知道并有

所研究

现在不知道,

但接下来

会去了解

占教师比例( %) 46.29 20.37 11.11 25.92

(2)你了解“新课程理念”吗? 请你简要写一到二条:

占教师比例 有61.11%的教师作了回答

(3)教学中当学生的意见(看法或想法)与您有分歧时,

一般你会:

选项
引导学生服

从你的观点

批评指责学生

置之不理

利用这些“分歧”

展开教学

占教师比例( %) 72.2 0 27.8

(4)当课堂教学中出现与你的备课教案不一致的情况

时,你常用的处理方法是:

选项

继续完全按

教案的预设

方案上课

针对情况

作及时的

调整

教育学生

一切听

老师的

束手

无策

占教师比例( %) 56.55 33.33 10.12 0

(5)你认为教学中哪些情况最值得记录(多项选择) :

选项
学生学习

的兴趣

上课的积

极性和

注意力

发表的意

见 、建议 、

观点

提出的

问题

错误的

回答

占教师比例( %) 9.25 18.51 77.77 46.29 42.59

(6)在实验教学中当你看到学生在做老师规定以外的实

验时,你会:

选项
鼓励学生

继续做

要求学生

及时停止

说服学生先

完成规定实验

询问原因后

协助学生完成

询问原因

后协助学

生完成

占教师比例( %) 5.55 9.25 66.66 29.62

　　(7)当实验教学中出现与教材上不一样 (“异常现象” )

时,你会:

选项
以实验事

实为依据

为了应试,

所以只能以

教材为准

寻找原因,

但还是以教材

所述为标准

占教师比例( %) 16.66 74.07 18.66

3　结果分析与对策

(1)从以上的调查结果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目前大

部分教师对“生成性资源”这一教学理论的重要性及把握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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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性资源的必要性还认识不足,平时缺乏必要的理论学习,

部分教师还停留在传统的教学观和学生观上。 目前, “淡化

课前预设,关注课堂生成”已成为新课程理念下一道亮丽的

新景观。叶澜教授对理想的课堂教学曾做过这样的论述:

“课堂应是向未知方向挺进的旅程,随时都有可能发现意外

的通道和美丽的图景,而不是一切都必须遵循固定线路而没

有激情的行程” 。而调查中只有 27.8%的教师会利用学生

的意见或看法或想法与分歧展开教学,竟然有 72.2%的教

师采用的是说服学生服从你的观点! 因此,新课程理念下的

化学教学再不能拘泥于预设的教案不放,教师必须独具慧

眼,善于捕捉教学资源并即时纳入于临场设计之中,巧妙运

用于教学活动的全过程。这样,我们的教学必将会在动态生

成中得到进一步的完善。

(2)调查中我们还不难看出:当前的化学教学,仍然比较

突出教师的主导地位。学生的学习任务主要还是由教师按

照教学要求来安排的,学生的学习缺乏自主性,也就带来学

生学习兴趣的不足,教师也并不注重学生的学习兴趣。这可

从第(5) (6)两道调查题中可见一斑。大部分教师看重的是

学生的意见和建议 (占 77.77%) ,也就是说,教学中教师往

往注重的是“效果” ,而忽视教学的“过程” 。 显然,这样对培

养学生能力,激发学习兴趣是极为不利的。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深入,师生的主动性 、积极性得到

更充分发挥,动态的课堂常常生成出许多学生的奇思妙想 、困

惑疑虑 、或者是错误观点。这恰恰是教师所应关注 、利用的新

资源。有效利用生成性资源的现实意义在于:顺应着学生的

思想 、解决学生最实际的问题,使得教学更紧贴学生生活 、真

正让我们的教学走进学生的内心世界。教师与学生在交互动

态中生成的资源,教师若能机敏捕捉 、能动应对,那么就易与

学生同感共鸣,易与学生共同构建和谐的学习共同体。

(3)新课程的课堂教学需要教师具有较强的引领作用,

需要教师能对纷至沓来的生成信息进行筛选和点化,做生成

信息的裁剪者和催发者;从而在生成性资源的开发利用中发

挥积极的作用。调查中当问及“课堂教学中出现与你的备课

教案不一致的情况时,你常用的处理方法”时, 大部分教师

(占 56.55%)采用的是继续按教案预设的方案上课。 这样

的教学可以说是“无可厚非” 。 但是,课堂教学的主体是学

生,一切知识经验的获得主要依赖于学生的自主建构和自我

内化。因此,新课程理念下对于未知的 、随机的课堂教学,要

求教师精心设计灵活的预案,在设计预案时,应为学生“生成

性资源”的重组留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应改变以往“为教

而写教案”的意识,教师要将主要精力用在服务于学生主体

学习的预案设计上,对学生在课堂上可能发生的情况,从不

同角度预测更为丰富的学情 、预测更多的可能,并准备应对

策略,以便在课堂上生成相关问题时能够及时灵活合理地调

整教学,让预设真正服务于课堂,服务于学生的学习。

(4)从调查中我们发觉,现在的化学实验教学仍没有摆

脱传统化学教学的弊端,总是由教材和教师预先设计好一

切,教师学生只需“照方抓药” ;又由于受到“应试”的影响,束

缚了教师和学生的“手脚” ,带来许多负面效应。甚至出现有

些教师在演示实验不成功时表现得比较慌乱, 或者闷头重

做,或者承诺以后补做,甚至有“指鹿为马”搪塞过去的情况,

显然这样的做法是很不可取的。这样的实验教学学生的思

维被降到最低程度,不但抹杀了他们的学习积极性,而且严

重抑制了学生的创新精神。

教育家克莱 · P· 贝德福特说过:“你一天可以为学生

上一课。但是如果你用激发好奇心教他学习,他终身会不断

地学习。”作为中学化学教师,不仅要激发和维持学生的好奇

心和质疑习惯,更要引导学生善于发现问题,不断提出问题。

“异常”现象的出现就为此提供了绝佳的机会。对于这些“异

常实验” ,在教学中尽量不要忽略,一带而过,教师应将其转

化为培养学生科学质疑品德和科学探究能力的宝贵资源。

在实验教学中,我们教师应该怀着强烈的责任感,注意探索

实验教学规律,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营造一种轻松 、和谐的

教育氛围;同时 ,在探究过程中,要善于捕捉教学中的生成性

资源,不时激发学生的灵感,引导他们深入思考探索,并体验

最后的成功。这样,便能为学生的动手能力 、想象能力 、创造

能力和思维能力的全面提高创造有利的条件,从而实现知识

和能力的同步增长。显然,化学“异常实验”教育资源的开发

对化学教学具有非常大的促进作用,通过对化学“异常”实验

的探究能使学生掌握多种实验方法,增强学生的实践能力,

提高学生的科学素养。

4　几点思考

(1)通过这次调查,我们有一个普遍的感觉:当前,对于

新课程理念的实施我们并不能过分乐观。广大教师还应不

断加强学习,及时更新观念,提高自身的教学素质。 教学中

应切实处理好“过程与效果”的关系;切实认识生成性资源在

课堂教学中的重要性;充分意识到开发生成性教育资源的必

要性和紧迫性。

(2)新课程的课堂教学,随着学生主体性 、自主性的增

强,学生质疑 、反驳 、争论的机会大大增多,教学资源会不断

涌现,这一切都需要我们教师学会倾听,甘愿成为学生的忠

实“听众” ,并在倾听过程中发现他们困惑的焦点 、理解的偏

差 、观点的创意 、批评的价值等等,这些“意外”或许会打乱你

教学的节奏,但许多不曾预约的精彩也会不期而至。

(3)教学流程由许多环节组成,环节互相关联,有着一定

的先后次序。环节可以预设,但课堂教学如果一味按照固定

环节前进,不考虑学情,不考虑课堂环境变化,那么必定落入

僵化 、机械 、沉闷的泥潭。 我们认为新课程化学教学中开发

生成性资源可先从预设教案着手。新课程理念的化学教案

不应只是教师手中一成不变的一纸空文,教案要走进学生的

内心世界,要在生成中走向完善。具体而言,我们在预案设

计时不妨“简单”一些 、开放一些,而在实施教学方案时,应及

时捕捉课堂上的动态生成性资源,要敢于因势利导 、打破计

划,要经常对预定的目标 、内容进行反思和调整,促进学生的

发展。这样,教学才能充满智慧和激情,我们的课堂也将充

满生命的气息与情趣,充满着挑战和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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