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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给教师的心理学》
由华东师范

大学出版社大夏
书系出版的《写
给教师的心理
学》 一书为读者
呈现出各种各样
的心理学理论
“视角”， 涉及的
范围非常广，从
经典行为主义、
人本主义到认知
主义， 从积极心
理学的心流到脑
科学的神经系

统，从“自我”认知发展到儿童社会发展，从动
机到特殊教育需求，等等。 此书贯穿始终的，是
中外皆然的教育真谛：用心发现、悉心引导。 我
们的每一次伏身、潜心，都是一次灵魂与灵魂
的约会。 因为每一个生命都可能是奇迹，作为
一个耕耘者和守望者，你没有理由不常怀敬惜
之心。

编者按：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悠悠暑假，清凉的早上，
安静的午后……正是可以静下心来长时间阅读的惬意时光。
2017 年暑假已经开始了，老师们准备给自己多少时间享受阅
读呢？ 我们特别为您从“教师喜爱的 100 本图书”和 2017 年各

种好书推荐榜单中精选出 8 本值得一读的书，好书共读之，开卷有益，
悦享书香，读书以修身。

你有一张暑假书单，请签收

长期以来，小学
数学教学侧重于基
础知识和基本技能
的掌握与训练，对于
数学的起源和知识
内涵关注较少。 而由
蔡宏圣所著《数学史
走进小学数学课堂：
案例与剖析》（教育
科学出版社）选择从
数学史出发，在数学
史视野下探究教师

如何更好地教数学，学生如何更好地学数学。 这
是一本开拓教师教学思路， 引领行业探究方向

的书。
此书是江苏省教育科学“十二五”规划重点

资助课题成果， 也是蔡宏圣十几年教学实践和
思考的结晶。 本书的逻辑原点是与知识点相关
的数学史，由此出发，重点设计教学案例，使案
例借助数学史实内容， 呈现数学史所蕴含的教
育智慧， 将数学史之于数学学习的价值传递给
学生。

该书从数学史与小学数学教学出发， 落脚
点在学生如何学。 作者在每个案例中用大篇幅
详述课堂实践的过程。 教学大纲以“谈话引入－
提出质疑－解决问题－深化总结”为基本思路，
根据不同的知识点内容，完善教学设计，给教师

“如何教”做出了示范。

此书是南京师大附中语文教师周春梅的教
育随笔集。作者以阅读、
思考、教书育人为乐，不
断探索教育的本质；她
的课朴素又富有激情，
渗透了浓郁的人文情
怀，深受学生喜欢。

书中文章多为个人
教学实践和故事， 是对
教育教学和教师职业的
深刻反思。 大部分文章
篇幅短小，一事一文，情

透纸背，凝结教育智慧和人性之美，值得中小学
教师品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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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史走进小学数学课堂：案例与剖析》

《听程红兵老师说课评课》
由长江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书生校长”程红兵

的《听程红兵老师说
课评课》一书，可谓解
决当下课堂问题的

“及时雨”。
此书围绕说课

和评课两个方面，针
对一个好的课堂如
何研磨与运行，以及
如何激发课堂中的
师生智慧，分析课堂
模式， 研究课堂标
准，探讨课堂的共性
和个性， 并通过援引大量的观课和评课的具体
案例，向读者呈现了一个好的课堂、一个智慧的
课堂应该有的样子，一个有责任的教师、一个有
良知的教育人应有的姿态和在课堂上应有的见
识和作为。

作者以炽烈的教育激情，悲悯的教育情怀，
开阔深邃的视野，浓郁厚实的文化，将一个个看
似简单而平常的有关课堂问题赋予哲学般的思
辨与考量，带给我们无尽的启迪和思考，读后如
沐春风，如饮香茗，受益匪浅。

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自成立以来，始终致
力于通过教育、科学和
文化的国际交流合作，
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
在教育领域，联合国教
科文组织出版的一系
列重要著作成为指导
各国教育事业发展的
重要纲领。

2017 年 出 版 的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
（教育科学出版社） 对教育再次做出高瞻远瞩
的思考。时代在变，教育也必须变革。为了人类
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
利益”的理念转变？ 》重申人文主义教育观，提
出“教育作为全球共同利益”的愿景，为我们进
一步思考、讨论和行动提供了指南。

《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 》

什么是群文阅读？ 优质的群
文是如何形成的？不同的文体如
何做群文阅读?通过群文阅读可
以学什么？群文阅读是让学生学
会阅读，建立阅读优势的最佳方
法之一。在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的《让学生学会阅读———群
文阅读这样做》中，作者蒋军晶

将自己多年做群文阅读的经验
全部呈现出来， 通过群文阅读，
作者让学生的阅读量大增，促使
学生向往精神生活，同时培养学
生思考、发现的能力。 他的群文
阅读为提高小学语文课堂教学
效率提供了一条可操作性极强
的新思路。

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面对日
新月异的工具和技术、社交媒体、信息获
取方式以及全球化变革，如何引导孩子处
理千变万化的信息？

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思维学
校建设之路》 一书中或许可以找到答案。
此书记录了国际思维学校中的教育革新
者在全球范围内对思维教育的探索与实
践， 其中的试点包括从幼儿园到大学，从
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思维方法被广泛
应用，从教师教学到学生学习，还有将思
维方法应用到个人生活、城市规划和管理
方面的具体事例。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希望我国教育工
作者也可以从这些已取得了良好效果的
思维学校建设实例中汲取有益的经验，让
教师作为有经验的学习者和组织者，以共
同学习者的身份， 与学生一同学习探讨，
共同成长。把学习过程变成一个不断向前
流动的“学习流”。 授之鱼不如授之以渔，
教师应尽量培养学生自主性和探索性，在
构建个人知识体系中得到创新能力的训
练，从而实现知识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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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新手到研究型教师的路有多远？《从新手到
研究型教师（2016 年修订版）》（宁波出版社）给出了
提示：教师的成长是无止境的，成长也应成为教师
的终身修炼， 做研究则是促进教师成长的必由之
路。 身为教师，不管处于哪个发展阶段，一旦走上研
究之路，就能实现自我
超越。

全书分 7辑： 做草
根研究的“践行者”、做
有效研究的“求索者”、
做专业刊物的“博览
者”、做专家学者的“同
行者”、 做教育热点的

“关注者”、做驰骋云端
的“先行者”、做贵人相
助的“幸运者”。

《从新手到研究型教师（2016 年修订版）》

《让学生学会阅读
———群文阅读这样做》

《一间辽阔的教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