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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张钧所*的《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研究》研
究的主题是“语文教师如何将自身中文学科层面的文
本解读转化为文本解读课程”。本书首先对一般中文
学科层面的文本解读和语文教育领域内的文本解读内
涵进行了界定和划分，在此基础上提出“文本解读课
程本质上是实践性课程，语文教师在文本解读教学化
过程中居于关键地位”。之后本书将“语文教师文本
解读教学化知识”和“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
过程”确立为研究内容，并通过理论演绎和实证检验
的研究方式对两项内容进行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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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 录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 文本解读
  二 教学化
  三 文本解读教学化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问题
  一 研究目的
  二 研究问题



  第四节 研究意义
  一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二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第二章 相关研究现状及本书研究设计
  第一节 相关研究现状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研究缘起   第二节  核心概念的界定
    一  文本解读     二  教学化     三  文本解读教学化   第三节 
研究目的和问题    一  研究目的     二  研究问题   第四节  研究意义    
一  本研究的理论意义     二  本研究的实践意义 第二章 
相关研究现状及本书研究设计  第一节  相关研究现状     一  学科专家的研究
    二  教材编者的研究     三  课程专家的研究     四  语文教师的研究  
第二节  本书研究内容的确立     一  课程研究范式的转型     二 
以教师认知为中心的课程研究范式概述    三 
以语文教师认知能力为中心的研究路径选择  第三节  研究设计     一 
研究思路与方法    二  研究过程   第四节  理论基础     一 
建构主义教学理论    二  情境认知理论 第三章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研究  第一节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所需要的知识
    一  知识及教师知识     二  课程取向的教师知识研究     三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  第二节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的内涵    
一  文本解读知识的内涵     二  文本解读教学知识的内涵     三 
文本解读知识和文本解读教学知识的关系  第三节 
有经验和新手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比较研究    一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的评价依据    二 
有经验教师和新手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比较结果    三 
有经验教师和新手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知识定性分析第四章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的心理过程  第一节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操作
    一  学科知识向课程转化的推理研究     二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推理
    三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推理与知识的关系   第二节 
文本解读教学化的心理监控    一  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监控的内涵     二 
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监控的结构    三  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监控的影响因素  
第三节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加工模式和水平     一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加工模式    二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加工水平    三 
有经验教师与新手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心理加工比较第五章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的外在因素支持研究  第一节 
教师为主体的课程建构环境支持    一  现有文本解读课程建构模式的修补    
二  以分科为内容的学校阅读课程体系构建     三 
语文教师文本解读教学化情境的优化  第二节  实现课程建构诸要素的最大价值    
一  学科专家的价值实现     二  教材编者的价值实现     三 
心理学专家的价值实现    四  课程专家的价值实现 第六章  结语   第一节 
研究贡献    一  理论贡献     二  实践意义   第二节 
研究局限与有待于继续研究的问题    一  研究局限     二 
有待于继续研究的问题附录参考文献后记



显示全部信息

javascript:void(0);


版权信息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www.tushupdf.com

Powered by TCPDF (www.tcpdf.org)

http://www.tushupdf.com
http://www.tcpdf.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