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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科研 

做教材的开发者、创造者——浅谈如何使用新教材 
◆崔  娟 

（芜湖机械工程学校(繁昌县职教中心)  安徽芜湖） 

 
摘要：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新教材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性。

然而，在农村，尤其是一部分年龄偏大，教学经验较丰富的教师，却发

出“现在的书真不好教！”的感慨和无奈。笔者认为，在使用教材上，要
坚持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心理规律，适度地加工教材内容，

做教材的开发者、创造者，让教材内容更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更有利

于培养学生体验英语的运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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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新教材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越

性，它在关注结果的同时，更加关注过程；它在关注知识的同时，
更加关注情感；它在关注基本技能的同时，更加关注经历与体验。
然而，在农村，尤其是一部分年龄偏大，教学经验较丰富的教师，
却发出“现在的书真不好教！”的感慨和无奈。所以，笔者觉得
很有必要“老调重谈”，如何使用好新教材？ 

众所周知，教材是教学的载体，是重要的教学资源，它是知
识、文化、教育、教学发展到一定时期的精华结晶。新教材更是
如此，它带着很强的趣味性、探索性、开放性、现实性和操作性
走进我们的生活。对于这样的一本教材，我们该如何使用呢？ 

首先，思想观念上要彻底“洗脑”，要树立正确的教材观，
要明确教材的作用。教材是重要的课程资源，但不是唯一的资源。
教材是“范本”和“依据”，可以进行开发和拓展。教材不只是
知识的载体，通过教材要实现三维目标。因而在使用教材时，将
教材神圣化、教条化，教学中不敢越雷池一步，这种态度是不可
取的。抱着这种对待教材态度的，往往就是那些年龄偏大的教师。
教材只是个例子，它提供的是最基本的教学内容。对待教材，应
进行灵活恰当的处理，真正把教材与学生的生活实际、与学生的
需求联系起来，“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相反，那些无视教
材的存在或者简单地把教材学一下，就按照自己的喜好，随便选
择教学内容也是不宜提倡的。这种态度的教师一般属于思想比较
超前，接受新事物较快的青年人。新教材是依据教育学、心理学
和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加以精选和编制的，它具有知识的完备性、
示范典型性、教育人的功能，这种随意冷落教材、脱离教材的做
法其后果是不可想象的。 

其次，有了正确的教材观，我们必须把这种理念付诸于行动。
当我们打开新教材时，一方面教材中绚丽多彩的图画、生动有趣
的故事、富于挑战的操作活动等内容无处不在，它们给中职英语
赋予了生命，融入了生活气息，使学习变得有情趣且具有挑战性。
这些内容为我们教师的教学提供了丰富的课程资源，加以分析，
依据学生的认识规律，认真钻研，准确地把握教材中隐含的英语
问题、思想品德教学等内容，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价值和作用。同
时，我们要认真分析教材的意图，立足课标，以学生发展为本，
结合自己当地的实际情况去弥补“不足”，创造性使用教材，帮
助学生形成新的富有特色的学习方式，使教材“为我所用”而“不
唯教材”所束缚。 

有了上述两种处理教材的方法，我们基本就能够做到将新教
材“为我所用”了，但要使我们的课堂更加“丰满”，我们还需
要对教材进行拓展。新教材具有“去粗取精”、“去繁求简”的特
点，给人简练、精干的感觉。这就需要我们在使用教材的过程中，
在立足教材的基础上，适当地拓展，不能只局限教给学生教材中
固定的知识。比如，新教材新知的呈现，一般都是以主题图、情
境图、表格、对话、图片等形式出现，直接从问题提出开始进入
新知探究。目的在于加强学生问题意识的培养，提高学生观察、
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尽量扩大学生思维的探索空间。新课前
通过没有安排独立的复习环节，但并不意味着新课前的复习准备
环节不需要或不重要，有时，课前通过复习可以激活学生头脑中
已有的相关知识，帮助学生实现知识迁移，或分散新知的难点都
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们要根据实际需要，灵活处理。又如，新教
材多以情境方式呈现教学内容，没有给出新知识教学的具体步
骤、方法，只有学生自主活动的建议和过程中问题的提示，力求
为教与学留下尽可能大的探究和交流空间。这些内容给我们提供
了更多的创造空间和想象余地，我们应结合学生的社会生活、家
庭生活和学校生活等实际生活环境，拓展教材空间。 

总之，教材只是个例子，但知识的学习是“万变不离其踪”，
在使用教材上，要坚持以学生为本，根据学生的需要和心理规律，
适度地加工教材内容，做教材的开发者、创造者，让教材内容更
贴近学生的生活实际，更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英语知识解决实际
问题的能力，充分体验英语的运用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