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市县级骨干教师培训项目

1 /8

“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农村市县级小学语文学科骨干

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培 训 简 报
第 2 期

编印: 陕西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 2024年12月11日

培训简讯

12 月 8 日，温涛老师带来讲座《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古诗文教学》，犹如在古诗文

教学之路上点亮了一盏明灯；

张华老师在《促进学习真正发生的学习活动设计与实施》的讲座中，深入浅出地阐释

了“读 悟 问 学”这一教学方法的精髓。

12 月 9 日至 12 月 11 日，在华清小学进行了一场为期三天的跟岗研修培训。邸艳妮、

段钗曼、张莉、董华、宋丹、何艳芸，六位老师分别带来精彩的示范课，焦瑞瑶、李琦、

仲维健三位专家分别进行精准点评，参会老师们畅所欲言，分享感悟和收获，碰撞出教育

智慧的火花。李琦老师带来讲座《深度学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教学》，仲维健老师带来讲

座《低年级语文教学设计与实施》，共同引领参培的 50 位骨干教师，在教育教学的道路

上更上一层楼，不断提升自我。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行而不辍，未来可期。为期十天的培训转瞬即逝。12 月 12 日

上午，班主任常香梅为学员举办了一场结业典礼，向讲课学员和优秀学员分别颁发了荣誉

证书。并勉励 50 位学员们返岗之后：学以致用多实践，创新钻研促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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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风采

温 涛 副高级教师，教育部 2015 年全国

优秀教师，陕西省劳动竞赛标兵。其从事语文教

育多年，躬耕于课堂，逐步形成灵巧扎实、雅致

简洁，温情厚重的教学风格。2012 年，获第四

届全国小学语文教师素养大赛一等奖、特长奖、

最佳教态奖；2016 年，获全国第二届小学语文

青年教师语文教学观摩活动二等奖。合著出版《自然语文的理论与实践》一书，多篇论文

在各级刊物发表或获奖。先后受聘为“国培计划”等多个项目培训教师，在省内外做公开

课、讲座百余场次。

张 华 原西安市雁塔区教师进修学校教研

室小学语文教研员，副高级职称。曾为教育部北

京师范大学基础教育课程北师大版小学语文教材

编写组成员，教育部国培计划培训团队专家。陕

西省第一二批学科带头人导师，西安市小课题指

导专家，省市两级名师大篷车讲师团讲师。曾获

“陕西省教育厅课题研究优秀论文及先进个人”

“西安市基础教育成果一等奖”等，现为中国儿童文学研究会继续教育委员会学术委员会

副主任。

焦瑞瑶 民盟盟员，高级教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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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盟临

潼工委副主委，区政协委员，市人大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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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教育专家协会会员，临潼区首

批名师工作室主持人，临潼区教育专家委员会委员。

邸艳妮 中共党员，西安航天城第一小学语文教师。

西安市教学能手，西安市焦瑞瑶"名师+"研修共同体成员。

曾获区级义务段课程改革先进个人，区级一师一优课基础

教育资源应用名师。主持完成多项市、区级教研课题，多

篇论文获市级以上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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段钗曼 高级教师。西安市临潼区行者中心小学副

校长、行者小学校长。“第九批陕西省基础教育学科带

头人”培养对象、陕西省“教学能手”、西安市“优秀

乡村教师”、西安市

“卓越型”教师、“西

安英才青年计划”青年人才、希望工程 30 年“突出贡

献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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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仲维健 陕西省莲湖教师进修学校小学语文教

研员，中小学正高级教师，长期从事小学语文教学和

教研工作。陕西省首批学科带头人，西安市第三批名

师工作室主持人，西安市第二批名师+研修共同体主

持人，西安市小课题指导专家，曾担任部级、省级、

市级一师一优课评委。陕西省国培专家库成员，曾多

次参加省名师大篷车、国培计划项目的送教送培活

动。受人教社委托，曾为甘肃、河北、山西的省级、市级统编教材培训做专题讲座。

培训掠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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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感悟

汲取活水源，教好古诗文
宝鸡市岐山县青化镇中心小学 陈朝莹

今天上午，有幸聆听了温涛老师的讲座，感触颇深，不禁感叹原来古诗文应该这样教。

以前我自认为古诗文教得还不错，在我们

学校数一数二，但今天让我长见识了，专

家就是专家，自己今后要虚心钻研求教，

汲取鲜活水源，切不可沾沾自喜、停滞不

前。

从《精卫填海》的课例分享中，我学

到了如何有效地引导学生把这个神话故事

生动有趣地讲出来。温老师根据四年级学

生的学情，引导学生抓住文中的“常”字

去想象精卫都会在什么时候填海，同时给出了几种典型的情景让学生发挥想象，在此基础

上又创设了大海与精卫多次对话的情境。引导学生发现这个神话故事有起因和经过，却没

有结果，从而启发学生自己创编结果。学生在温老师提供的诸多脚手架的支撑下肯定能够

绘声绘色地讲出这个神话故事。反观自己课堂上的引导只是隔靴搔痒流于表面，还老是怪

学生们启而不发，原来一切原因都是自己身上。温老师在拓展延伸上的做法也让我受益匪

浅，他出示了山海经中《精卫填海》的原文与注释，为学生介绍了《山海经》这部书以及

书中具有代表性的异兽，还出示了鲁迅、贾平凹等名人对这本书的评价。引导学生从文中

体验中国神话的神奇：死而不灭，人鸟之变，衔木填海。又把女娲补天、愚公移山、大禹

治水等神话的题目放在一起对比，引导学生发现题目前面统一讲的是人，后面说的是自然，

即谁干了什么，从而总结出中国神话的特点是人战胜了自然。结合有关精卫的诗句，让学

生体会到精卫身上那种坚持不懈、顽强不屈、誓死遵从内心的坚定信念，从而达到对学生

的思想精神的升华。

在温老师的引领下，我感受到了古

诗文教学不能逐字逐句去讲解，而是要

作为一个整体模糊地解读，要引导学生

通过诵读和想象去学习。温老师的“美

读、美写、美颂”理念，为我们的古诗

文教学注入了一股鲜活的水流。他让我

们看到可以引导学生把古诗文扩写成一

篇优美的散文，也可以把七言古诗改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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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六言、五言等，从而加深学生的理解，还可以把一篇优美的散文改写成诗词，温老师以

散文《乡下人家》为例，讲解了他是如何引导学生将它改为与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

相似的《天净沙•乡下人家》。这些做法都非常巧妙，在今后的教学中就能拿来用。

想要读出古诗文的节奏感和韵律美，必须在全部理解贯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而不是

通过简单的画分节奏来达到。先划分节奏再诵读会误导学生，朗读要做到音断气连。学到

这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有些学生根据划分的节奏朗读得非常别扭，是因为他们没有理解

清楚意思，仅仅根据划分的节奏来确定停顿，这是非常不可取的。

《少年中国说》这篇对我来说很难讲并且怎么也讲不好的课文，在温老师的示范点拨

下，我犹如醍醐灌顶，其实本课内容根本不需要费神逐字逐句去讲解意思，只需老师读一

句原文，学生读出相应的一句译文即可，在理解的基础上进行“阶梯式”诵读。温老师通

过出示梁启超原文中重要的语句，同时结合八国联军侵华、圆明园的毁灭等资料引导学生

理解日本人在当时为什么要称中国为“老大帝国”，梁启超写少年中国说的原因，从而激

发起学生强烈的爱国之心，人人内心深处有一股亟待喷发的为中国的繁荣富强而奋斗的激

情。在我感到那么庞杂繁多的内容，温老师却轻轻松松地四两拨千斤，用简洁精准且富有

激情的语言引领学生一步步达到学习目标。

在今后的教育教学工作中，我会以温老师的古诗文教学引领为契机，坚持不懈地进行

钻研探索，为自己的课堂教育教学持续注入鲜活的水流。

启迪智慧 点亮心灵
咸阳市长武县昭仁街道中心小学 秦萍

今天，我有幸聆听了两节生动有趣的语文课，分别是邸艳妮老师讲的《少年闰土》和

段钗曼老师讲的《搭船的鸟》。

首先，听了邸老师的《少年闰土》第二课时教学，感到自己学习到了许多，可以看

出教学中邸老师着力在将主体地位还给学生，自己引导，同时也将"读写结合"，现在将自

己的体会记录如下：

一、重研读课文，培养学生自读、自悟

的能力。

在"看瓜刺猹"中，邸老师就以"读读自己

最感兴趣的地方"为切口，让学生自主研读，

以学生研读为主体，探究发现为手段，培养

学生自读、自悟的能力。在交流中，学生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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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角度、不同层面来谈他感兴趣的地方，以较短的时间在整体上感知了教学内容，凸现

少年闰土的形象。

二、重启发点拨，引领学生理解句子

学生在自主学习中，难免会"碰壁"，教师如果能在关键处提一点，学生便会对疑难豁

然开窍。"啊！闰土的心里有无

穷无尽的稀奇的事……高墙上

的'四角的天空。"这句话的理

解，引导学生理解：

(1）闰土知道无穷无尽的希奇

的事---见多识广；

(2）写话：当闰土在海边时，

我和我的朋友看不见（ ）……

只看见（ ）。就像（井底之蛙）。

学生联系上下文，逐渐明白其中

之意，体会到了"我"对自己所处地位和生活环境的不满，对农村丰富多彩生活的向往之情。

三、重情境教学调动起学生的学习主动性。

在本堂课的教学中，邸老师注意创设合适的情境，注重学生的情感体验，引导学生在

情景之中与作者、与人物进行情感交流，调动了学生参与学习、主动学习的积极性。在教

学"雪地捕鸟"这一段落时，她先让学生读这一部分的内容，找出描写人物动词。然后，只

留下这些动词，说一说闰土是怎样捕鸟的。学生经此对这件事有了更深的印象，对人物有

了更深的了解、认识。在"看瓜刺猹"阶段，当学生学懂了闰土的机智勇敢，"我"的好奇之

极后，邸老师出示交谈图，引导对话朗读，在对话中更深地体会了闰土的机智勇敢及"我"

对闰土的羡慕和崇拜。尤其在有组合朗读得很好的时候，即时采访，明确朗读的重点，再

分男女生合作朗读。

四、重课外拓展，激发学生课外阅读的兴致。

短短的课堂是不能把"阅读"这一语文课的"命脉"全面灌输的，关键在于让学生由课堂

引发开去，让他们带着对知识的渴求去想象、去阅读更多的文章，从而激发学生对阅读的

兴趣，并学会阅读。江老师在课堂最出示中年闰土的形象，让学生想象他们在线咨询后见

面的场景，激起了学生课后去读鲁迅名篇《故乡》的兴致。

其次，还听了段钗曼老师讲的《搭船的鸟》这节课。这篇课文以其细腻的笔触和丰

富的想象力，描绘了作者与一只偶然搭船的小鸟之间的温馨故事，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以下是我对这节课的体会:

一、教学方式的独特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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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堂课中，老师采用了多种教学方式，如提问、讨论、角色扮演等，极大地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特别是角色扮演环节，让孩子们仿佛置身于课文所描绘的场景中，与作

者一起感受那只小鸟的灵动与可爱。这种身临其境的学习方式，不仅让学生更加深入地理

解了课文内容，还培养了他们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二、课文内容的深刻感悟

《搭船的鸟》这篇课文以简洁优美的语言，展现了作者与小鸟之间的和谐共处。通过学

习，让孩子们深刻感受到了作者对自然的热爱和对生命的尊重。小鸟的搭船行为，看似偶

然，实则蕴含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微妙联系。这同时也让孩子们意识到，应该更加珍惜身边

的自然环境，与动植物和谐共生，共同营造一个美好的世界。

三、写作技巧的巧妙运用

在听课过程中，段老师还详细讲解了课文中的写作技巧，如细节描写、拟人手法等。

这些技巧的巧妙运用，使得课文中的小鸟形象栩栩如生，仿佛就在我们眼前跳跃。同时，

我也深刻体会到了写作并非简单地堆砌文字，而是需要通过细致入微的观察和丰富的想象

力，将生活中的点滴细节转化为生动感人的文字。

四、自我提升的启示

通过这次听课，我深刻认识到了自己在阅读和写作方面的不足。比如，在阅读方面,

我还需要更加深入地理解课文，抓住文章的主旨和要点;在写作方面，我则需要更加注重

细节描写和情感的表达，努力提升学生的写作水平。总之，这次听课经历让我受益匪浅。

我不仅学到了丰富的语文知识，还深刻体会到了教学方法的差距。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

和生活中，我会将这些心得体会融入到自己的实践中去，不断提升自己的综合素养。

“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农村市县级小学语文学科骨干教师能力培训项目至此圆

满落幕。在这段培训中，参训老师们一同在知识的海洋中遨游，于教育的峰峦间奋力攀登。

每一次思想的碰撞，都如烟花般绚烂；每一场深入地研讨，都凝聚着推动教育前行的强大

力量。虽然培训活动告一段落，但教育之路仍然漫长，老师们将带着这份沉甸甸的收获，

继续在教育的田野上播种希望，收获孩子们的健康成长，共同书写教书育人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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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