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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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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

2024 年 10 月 23 日上午“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农村市县级小学语文学科骨干

教师培训项目 开班仪式在陕

西省小学教师 培 训 中 心 举

办。西安美术 学院艺术教育

学院副院长、 陕西省小学教

师培训中心副 主任于跃波同

志、小教中心 艺术美育项目

管理部主任余 江同志出席了

本 次 开 班 仪 式。开班仪式

由陕西省小学 教师培训中心

国培省培项目管理部主任张文倩主持。

首先于跃波副主任代表西安美术学院、陕西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欢迎各位参训教师的

到来，对各位教师按时参加培训表示衷心感谢。

他向大家介绍了西安美术学院的发展历史、陕西

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与西安美术学院的隶属关

系，以及陕西省小学教师培训中心的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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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和功能。并要求各位学员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

做到提高专业能力，拓宽专业深度，履行教师职责，

为培养时代新人作出新贡献。最后于主任对工作人

员提出要求，做好各项服务保障工作。

小教中心艺术美育项目管理部主任（陕西省教

师培训管理平台办公室主任）余江同志向参训学员

详细介绍了陕西省教师培训管理平台的管理和使用方法，力求为大家做好平台使用服务工

作。

10 月 23 日下午，陕西省心理辅导专家李晓煜老师做了题为《童心相伴，师爱如光—

—积极心理视域下教师素养塑造》的专题讲座。李晓煜老师用风趣幽默的话语为参训教师

们讲解了教育是艺术。用一个

个事例告诉我们：教育是有温

度的、教育成败在人格、教育

就是陪伴与影响，教师要树立

文化自信，重塑精神家园，教

师要每天把工作当最爱去做。

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句句至

理名言，让老师们顿时茅塞顿

开。老师们明白了教育者只有

怀有敬畏心、谦卑心、感恩心、

包容心、平常心，去对待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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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待自己所教育的学生，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

10 月 24 日上午，学员们在西安市临潼区铁路小学跟岗学习，老师们积极参与，收获

满满。陈明老师执教的《一只窝囊的大

老虎》一课，充分利用信息技术，设计

学生喜欢的游戏、活动，教学流程清晰，

环环相扣。引导学生自读自悟，研读文

本，引导学生通过动作、语言、神态描

写体会人物的心理变化及原因，学习时

重点抓住这一特点，从体会的角度练习

批注。在活动中培养学生自主学习、小

组合作及展示学习成果的能力，让课堂

别有一番情趣。

李鹏老师执教的《为中华之崛起而读

书》一课，设计精巧，注重学生的主体地

位，在进行课文三个事件内容梳理时，紧

扣单元语文要素---关注主要人物和事件，

学习把握文章的主要内容，注重学生的主

体地位，为学生一步步搭建支架，注重学

法迁移，充分培养了学生的阅读能力。同

时在课堂上渗入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构思巧妙。整节课，简简单单有方法，扎

扎实实有提升，平平淡淡有激情。

10 月 24 日下午，陕西省教育科学研究院小学语文教研员李琦老师做了题为《深度学

习视域下的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专题讲座。李老师结合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具体的教学案例，

从“信息化时代的教育改革、什么是深度

学习、如何实现深度学习”三个方面，带

领老师聚焦深度学习、共研高效课堂。让

一线语文老师对自己的课堂教学有了新的

反思与审视，真可谓是“拨开云雾见天日，

高屋建瓴豁然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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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月 25 日上午，西安市临潼

区行者小学校长段钗曼在西安市

临潼区小学执教了《太阳》一课。

在课堂上，段老师巧妙地设计了五

个学习任务，学生的兴趣也被充分

激发，学生通过思考，自主合作学

习，自己去总结太阳的特点。整堂

课以叶圣陶的“说明文以说明白为

成功”为线索贯穿始终，段老师的

教学方法新颖，课堂气氛活跃，最后，通过初试身手，让学生从学会方法到学用方法进行

迁移，巩固了学生对说明方法的使用。

随后段老师做了题为《大语文视域下

的习作单元研讨》专题讲座。她指出，大语

文视域旨在培养综合素养，超越传统框架。

她强调，此视域有助于提升学生文化素养和

审美能力，适应时代发展。实施策略包括整

合教材、情境教学及课内外融通。段钗曼还

呼吁教育界同仁共商大语文视域，推动语文

教学改革。此次讲座为老师们提供了深刻思

考和启示，引发了广泛讨论。大家期待在大

语文视域下，语文教学能迎来新突破。

10 月 25 日下午，西安文理学院

郝雁丽教授做了《学习和践行新时代

背景下的“四有”好老师标准》专题

讲座。郝教授运用大量视频、亲身经

历的案例，给我们明确的指出如何成

为一名好老师。最后，她用一则事例

给我们说明:“爱胜过一切教育”。

本次讲座不仅让老师们深刻理解了

新时代教师的职责与使命，更激发了

他们为培养时代新人贡献力量的决心。

专业知识和能力是教师立身之本，培训虽然只进行到第三天，但参训教师在培训中认

真聆听、抒发感悟、反思提高，都表示收获颇丰。在这研修的时光里，让我们携手前行，

满载而归，化作点点繁星，照亮孩子们前行的道路，为小学语文教育的天空增添璀璨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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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诗文教学新启示
宝鸡市扶风小学 李婷

在“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农村市县级小学语文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中，有幸

聆听了温涛老师的专题讲座《学习任务群视域下古诗文教学》，犹如一场及时雨，滋润了

我在古诗文教学中困惑已久的心田，

带来了全新的思考与感悟。

温涛老师以其深厚的学术底蕴

和丰富的教学经验，深入浅出地阐述

了学习任务群视域下古诗文教学的

重要意义和实践方法。学习任务群的

提出，为古诗文教学注入了新的活

力，使我们能够以更加系统、科学的

方式引导学生走进古诗文的世界，领

略中华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

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古诗文教学，强调以任务为导向，激发学生的学习主动性。在

传统的古诗文教学中，往往是教师讲解为主，学生被动接受。而在学习任务群的模式下，

教师可以根据教学目标和学生的实际情况，设计一系列具有挑战性和趣味性的任务，让学

生在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主动去探索、去发现古诗文的魅力。例如，设计一个“古诗寻宝”

的任务，让学生在一首古诗中寻找优美的词句、深刻的寓意、独特的修辞手法等，激发学

生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这种教学方式还注重培养

学生的合作学习能力。通过小组

合作完成任务，学生们可以相互

交流、相互启发，共同解决问题。

在合作的过程中，学生们不仅学

会了倾听他人的意见，还学会了

表达自己的观点，提高了沟通能

力和团队协作能力。同时，合作

学习也能够让学生从不同的角

度去理解古诗文，拓宽思维视

野。

温涛老师还强调了古诗文教学与生活实际的联系。古诗文是古人智慧的结晶，其中

蕴含着丰富的人生哲理和情感体验。将古诗文教学与学生的生活实际相结合，可以让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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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地理解古诗文的内涵，感受到古诗文的现实意义。比如，在学习描写自然风光的古诗

时，可以引导学生观察身边的自然景色，用古诗中的词句来描述自己看到的美景；在学习

关于友情的古诗时，可以让学生回忆自己与朋友之间的故事，体会古诗中所表达的友情之

深。

此外，学习任务群视域下的古诗文教学也对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教师不仅要具

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有创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教师要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根据学

生的需求和特点，设计出更

加丰富多彩的学习任务，引

导学生积极参与到古诗文的

学习中来。同时，教师还要

注重评价的多元化，不仅要

评价学生的学习成果，还要

评价学生的学习过程和学习

态度，鼓励学生在学习中不

断进步。

通过这次培训，我深刻

认识到学习任务群视域下古诗文教学的重要性和可行性。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积极运用

所学的知识和方法，不断创新古诗文教学模式，让学生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学习古诗文，

感受中华传统文化的魅力。我相信，只要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一定能够让古诗文教学焕

发出新的光彩，为培养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创新精神的新时代人才做出更大的贡献。

总之，温涛老师的专题讲座为我打开了一扇通往古诗文教学新境界的大门。我将带着

这份宝贵的收获，在教学之路上不断前行，为农村市县级小学语文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

份力量。

开阔视野，提升专业
汉中市洋县洋州九年制学校 闫佳妮

有一种凝聚叫“国培”，有一种相遇在西安美院小教培训中心。很荣幸能够参加为期

十天，在西安美院小教培训中心举行的“国培计划（2024）”陕西省农村市县级小学语文

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课程满满的十天，每一天我都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拼命汲

取专业的养分和活力，不断开阔视野，提升专业能力。

10 月 23 日下午李晓煜老师以《童心相伴，师爱如光——积极心理视域下教师素养塑

造》为主题，为我们做了一场专题讲座。用一个个事例告诉我们：教育是有温度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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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败在人格、教育就是陪伴与影响、教师要树立文化自信，重塑精神家园，教师要每天把

工作当最爱去做。一个个鲜活的案例，一句句至理名言，让老师们顿时茅塞顿开。是的，

教育者只有怀有敬畏心、谦卑心、感恩心、包容心、平常心，去对待教育，对待自己所教

育的学生，才是真正的教书育人。在深入学习后，我获得了许多深刻的感悟。

一、对积极心理与教师素养关系的新认知

积极心理为教师素养的塑造提供了全新的视角。传统上，我们往往关注教师的教学技

能、知识储备等方面，但积极心理让我认识到教师的积极情绪、乐观态度等内在心理品质

同样至关重要。一个具有积极心理的教师，就像一个能量源，能够在课堂上散发积极的氛

围。例如，教师以乐观的心态面对教学中的困难，如学生的学习差异、教学资源的不足等，

这种积极的态度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让他们也学会用积极的思维去看待学习和生活中

的挑战。

二、教师素养塑造中的积极心理要素

1.积极情绪的培养

教师要善于觉察自己的情绪，并努力保持积极的情绪状态。在日常教学中，无论是面

对调皮捣蛋的学生还是繁重的教学任务，都能以平和、愉悦的心情去应对。这不仅有助于

教师自身的心理健康，更能让学生在一个温暖、积极的环境中成长。例如，当学生犯错时，

用理解和宽容取代愤怒和指责，这种积极情绪的传递能够让学生感受到教师的关爱，从而

更愿意接受教育和改正错误。

2.乐观心态的构建

积极心理视域下的教师素养强调教师要有乐观的心态。这种乐观体现在对学生发展潜

力的坚信上。每一个学生都是一颗独特的种子，教师应该相信他们都有着无限的发展可能。

即使是成绩暂时落后或者行为存在偏差的学生，教师也应该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并积

极鼓励他们发挥自己的优势，向着积极的方向发展。

3.积极人际关系的营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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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素养的塑造还离不开积极人际关系的营造。在学校环境中，教师要与同事、学生、

家长建立积极的关系。与同事之间的良好合作能够促进教学经验的交流和教学质量的共同

提升；与学生建立亲密、信任的师生关系，可以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与家长的积极

沟通则能形成家校共育的良好局面，为学生的成长提供全方位的支持。

三、对自身教师素养提升的启示

1.自我反思与调整

通过对积极心理视域下教师素养的学习，我意识到自己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回

顾自己在教学过程中的情绪状态、对待学生的态度以及与他人的关系，发现存在的不足之

处并及时进行调整。例如，有时候会因为工作压力而对学生的问题缺乏耐心，今后要更加

注重自我情绪的管理，以积极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个学生的问题。

2.持续学习与成长

为了更好地塑造积极心理视域下的教师素养，我明白持续学习是必不可少的。不仅要

学习心理学方面的知识，了解积极心理的内涵和应用方法，还要学习新的教学理念和方法，

不断提升自己的专业素养。这样才能在教学过程中更好地将积极心理融入到教育教学实践

中，为学生的成长和发展贡献更多的力量。

总之，李晓煜老师的讲座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在今后的教育教

学工作中，我将积极践行积极心理的理念，不断提升自己的教师素养，努力成为一名优秀

的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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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