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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风采

陈大伟，原成都大学教授，四川西部教育

研究院院长，中陶会新教育分会副理事长；“教

师培训理论与实践”方向国培专家。主要研究

方向：教师教育与教师专业成长，课程与教学

改革，观课议课与教师幸福。现已出版《幸福

教育与理想课堂八讲》观课议课与教师成长》

等 26 本著作，多次获省市教学成果和社会哲学

成果奖。

焦瑞瑶，临潼区华清小学语文教师。西安市

焦瑞瑶小学语文"名师＋"研修共同体主持人。陕

西省特级教师，陕西省中小学优秀班主任，西安

市"教育家型"教师，西安市 2013 年度素质教育

创新人物，第二届"西安之星" （教育领域），

临潼区首批名师工作室主持人。

李琦，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所小学语文教研

院员，中学高级教师，陕西省小语会副秘书长，

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青年教师研究中心理

事，全国小学语文教学研究会汉语拼音专业教学

委员会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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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秀芳，现任陕西省金台区三迪

小学副校长。工作 26 年来，致力于小

学语文教学实践与探索，先后荣获陕

西省学科带头人、陕西省教学能手、

陕西省“新课程改革优秀教师”、宝

鸡市校本研修先进个人等称号，入选

陕西省首批教师培训专家库成员。先

后承担陕西省“城乡教师学习共同

体”、宝鸡市“名师大篷车”、“国

培计划”等讲座与示教活动五十余场。

在《陕西教育》《中国教师报》《教师报》《西部教育》《自学考试报》等报刊杂志发表

《好课“八要”》《推动校本研修的“六大策略”》《小学低段作业设计“八字决”》《减

轻学生作业负担要有“五度”》等文章五十余篇。

陈丽辉，新城区教师进修学校语文

教研员，陕西省教学能手，“小学语文

名师工作室”主持人，西安文理学院客

座教授和论文指导教师，西安市汉听命

题老师，承担新城区语言文字小学组工

作，编写小学语文诵读等教材，多次参

与学科性的全国课题和陕西省课题并

独立完成研究任务。近十年作为陕西省

小教中心、西安文理学院，西安市小教

中心，学前师范学院的特邀学科老师在西安市各区县和陕西省各地区授课近百场，深受好

评。

培训剪影

国培研修促成长 笃行致远共提升

金风摇落千林黄，秋意渐浓书声扬。2024 年 11 月 14 日，“国培计划（2024）”陕

西省农村省级小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培训结束。在培训安排的跟岗研修期

间，我们在华清小学有幸聆听了国培学员刘燚老师和华清小学韦渊老师为学生们带来了精

彩的《伯牙鼓琴》课程，两位老师不同风格、扣人心弦的讲课，让听课老师以及学生于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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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处走进文本人物内心，悟

知音真谛，感艺术魅力，重

情感熏陶，让“知音”烙在

学生的心田。宋宁老师的《示

儿》《题临安邸》引领学生

深入理解这两首古诗的深刻

内涵。西安市临潼区行者小

学段钗曼校长以习作单元中

的《麻雀》为例，由写给学

生的一封信开始，寻求学生的帮助，走进学生的心里，课堂上以“学”为核心理念，大胆

放手学生去发现写作密码，课堂中不断生成思维的火花，真正实现了学生自主学习、深度

学习，促成学生写作水平的提升。示范课结束后，临潼区华清小学焦瑞瑶老师为学员再次

梳理了两节示范课的精彩之处，进一步促进

老师们的深度思考，激励着学员们挖掘更多

的教育智慧。

国培学员李小芳老师为我们带来了精彩

的文言文故事《司马光》，李老师以朗读贯

穿全文，采取多种形式的朗读活动让学生感

受文言文的音韵之美。并采用小组合作的方

式让学生理解文意，进一步感受到司马光身

上机智勇敢，沉着冷静的美好品质。沈红老

师带来的是《桥》这一课，沈老师用扎实语文教学功底，带领学生梳理这篇微型小说的环

境，人物，情节，并且抓住人物的语言，神态感受老支书大公无私，舍己为人的崇高精神，

让学生对小说中有生活的影子这句话有

了更深的理解。课后两位老师针对自己

的课堂教学进行了深刻的反思，同时国

培学员对两位老师的课也进行了精彩的

点评，陕西省教科院教研员李琦老师基

于今天的活动做了精彩的点评总结，李

琦老师指出，我们的课堂要以学生的学

为中心，老师的授课要遵循学生的学习

心理，顺学而导。本次研修活动告诉我

们现在是全民终身学习的时代，我们要

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只有教师自身认知高，能力强，才能在未来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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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下午陈大伟老师开展了以“观课议课与教师成长”为主题的讲座。讲座中，

陈大伟老师深入阐述了观课议

课的多种类型及理解运用。他强

调观课议课时要多观察学生行

为表现，从肯定变为疑问以促进

思考。同时，还介绍了不同颜色

思考帽的作用。此次讲座为教师

成长提供了新路径和方法，引发

了老师们的深入思考。11 日下午

学员们观看了关于 1212 西安事

变的实景影画，这是一种让人震

撼的视听体验。看着屏幕上的画

面重现历史，大家仿佛身临其境，感受那个时代人们的热血与坚韧。那一次的事件在历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如今在影画中得以再现，更加生动地呈现了那段波澜壮阔的历

史。12 日下午李老师的《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以信息化时代的教育改

革为背景，告诉我们学生在课堂上，主要通过个性化学习和自适应学习，培养学生信息获

取和分析处理的能力，终身学习的能力、批判性思维能力和创新能力。李老师强调要培养

学生的创造性思维，灵活地

运用知识去理解世界，解决

问题学思合一，知行合一，

学以致用能让学生获得人格

的健全和精神的成长。

13 日李秀芳老师就《新

课标理念下小学语文核心素

养落实方法与策略》进行了

解析，新课标中表述：“义

务教育语文课程结构遵循学

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核心素养形成的内在逻辑，以生活为基础，以语文实践活动为主线，以

学习主题为引领，以学习任务为载体，整合学习内容、情境、方法和资源等要素，设计语

文学习任务群。语文课评价标准有六：目标精准、内容准确、方法恰当、效果显著、以生

为本、价值观正确。语文教学仍要围绕着最基本的“听说读写”去开展，加强对教材文本

的解读，努力减少教学过程中的目标偏离；落实“学为中心”理念，努力减少假情境、假

表演、假对话；继续强化语言运用实践，努力减少脱离学生生活实际和本课教学目标的无

效指导和资源；发挥大班级教学优势，努力增强小组合作的目的性和有效性。党的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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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指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培养有理想、有道德、有担当的人。语文课程的基本特点是

工具性和人文性。

陈丽辉老师通过《素养型课堂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建构与实践》的案例分享，让我们清

楚了课堂是学校育人最中心的地方，每天都要研究课堂。《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22

版）》提出了素养型课程目标体系，规定了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语文学习任务群”方式

组织与呈现。输入的知识得

经过学生加工，加工就是缝

合，将新的知识与原有知识

缝合起来加工的方法一是

思考，二是讨论，讨论实际

上也是思考的外部化。金字

塔学习理论中，听和视听的

方法就只有输入，所以知识

保存率低，小组讨论属于加

工，效率可以达到中等，效

率最高的是教别人。义务教

育语文课程内容主要以学

习任务群组织与呈现。设计

语文学习任务，要围绕特定学习主题，确定具有内在逻辑关联的语文实践活动。语文学习

任务群由相互关联的系列学习任务组成，共同指向学生的核心素养发展，具有情境性、实

践性、综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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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感悟

借国培之力，谱教育新篇
高山仰止，方知才疏，三人行，觉左右为师。本次学习，所有成员们珍惜每一分每一

秒，用有限的时间去做有意义的事情，让每一天都充满了价值。成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

是需要持之以恒的努力和对时间的有效利用。就像池塘需要活水补充一样，一个人也需要

不断地学习新的知识，吸取新的经验，才能保持思想上的活力和个人的发展。

陈老师《观课议课与教师

成长》的专题讲座犹如一盏明

灯，指引着我们在今后如何高

效去观课。我们所有老师深刻

体会到观课议课不仅仅是一

种教学活动，更是一种促进教

师持续学习和成长的有效途

径。在议课中，教师们可以共

同探讨课堂中的亮点和不足，

分享自己的见解和经验。这种

开放的交流氛围让我们能够

听到不同的声音，从不同的角度去思考教学问题。通过深入分析教学细节，我们可以更准

确地把握教学重点和难点，找到更有效的教学策略。通过观课议课，我们可以学习到不同

的教学方法和策略，反思自己的教学实践，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我将在今后的教学

工作中更加

积极地参与

观课议课活

动，不断学习

和反思，努力

提升自己的

教学水平，为

学生的成长

和发展贡献

自己的力量。

李琦老师的讲座《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教学》、李秀芳老师《新课标理念下小学语

文核心素养落实方法与策略》与陈丽辉老师《素养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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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建构与实践》的三场讲座，让所有的语文老师打开了全新的教育视野。

让我们老师深刻认识到，语文课堂不应只是知识的简单传递，更是培养学生深度思维和综

合素养的重要阵地。深度学习促使我们重新审视教学目标。不再局限于字词理解、课文背

诵这些浅层次要求，而是要引导学生挖掘文本内涵、体会情感价值、建立知识联系。在教

育教学中，教师的教学方法也需变革。问题导向的教学变得尤为关键，提出具有启发性和

挑战性的问题，激发学生主动探究的欲望。小组合作学习也能在这个过程中发挥更大作用，

让学生在交流讨论中碰撞出思维的火花，深化对知识的理解。像在学习故事类课文时，小

组可以讨论故事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发展的意义，从不同角度分析理解。评价方式也要相

应改进。不能只看学生的考试成绩，而要关注他们在学习过程中的思考能力、创新能力的

发展。观察他们在课堂讨论中的表现、对复杂问题的分析能力等。这样的评价能更全面地

反映学生的学习状态，也为教学调整提供依据。解读教材要关注单元导读，明确单元要素。

素养型课堂语文学习任务群的建构与实践，要求老师在教学前一定要解读教材，要联

系交流平台，要有单元思维等多个方面。解读教材要读懂课后习题，确定教学重点。小学

语文课后题往往围绕课文内容设计，旨在检测学生对课文的理解程度。通过解答课后题，

学生可以回顾课堂所学，加深对课文内容的理解，同时也可以培养学生的思维能力和语言

表达能力。解读教材还要结合单元板块，做好前后关联。在进行单元教学前，教师应首先

明确每个板块的教学目标。只有明确了教学目标，才能有针对性地进行教学设计和关联安

排。在语文教学中结合单元板块做好前后关联是非常重要的教学策略。

“名师照路滋素养，清风携知润心田”为期十天的培训学习，让所有的语文老师在教

学改革的道路上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我们要牢记立德树人这一基本使命，让学生在语言

文宇运用的实践过程中树立文化自信，提升思维能力和审美创造能力，让语文学科核心素

“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农村省级小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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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落实，让中国学生核心素养落地。作为一名语文教师，我们需要不断更新教育观念，关

注学生的全面发展，将语文核心素养的培养融入到日常教学中。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

出具有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新时代学生。

在未来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会积极运用所学知识，努力将语文核心素养的落实策略融

入到实际教学中。相信，只要我们不断努力、积极探索，就一定能够为学生的全面发展打

下坚实的基础。同时，我们也期待更多的教育同仁共同探讨和研究，为小学语文教学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报：陕西省教育厅教师工作处、“国培计划”项目执行办

送：西安美术学院领导、项目实施领导小组成员、各项目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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