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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庸的教师只是叙述；优秀的教师讲解；优异的教师⽰范；伟⼤的教师

启发”。这几天学习下来，让我对教师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教师的责任除了教

书育人更重要的学习。优秀的教学成熟的方法真的可以事半功倍！ 

 

 

 

今天我们有幸听了合肥市经济开发区社发展局党委委员，合肥市优秀教师葛守

稳老师的讲座。主题是《新课程标准下小学数学深度教学》他从三个方面给我们解

读了新课程标准。 

 

 



 

 

 

 

 

 

 

 

 

 

首先是数学核心素养的概念：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

思考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 

关于数学核心素养在义务教育阶段的三个基本特征：①内涵的一致性：内涵保

持不变，每一个学习过数学的人都应当具有的，但又是终极的。（从概念提出到实

际应用内涵一致，最终实现数学表达的一致）②表现的阶段性：不同学段有不同的

表现，涉及身心发展，知识储备，也涉及经验积累。（关注数学知识进阶，也要关

注相应的核心素养进阶）③表述的整体性：既有数学特征，又有教育特征，既表述

学科思维，有表述认知心理。 

对此给出几点建议： 

1，制订指向核心素养

的教学目标, 

2，整体把握教学内容 

3，选择能引导学生思

考的教学方式, 

4，进一步加强综合与

实践 

 

其次是关于深度教学的解读，先引入教学中常见的问题是听讲+记忆+操练，学

生对知识的形成过程的体验、感悟不足，知识碎片化、零散化，没有真正的理解和

建构，也不会灵活迁移应用。再引用一些数学家的解释给出深度学习的概念；深度



学习是结构性与非结构性知识意义的建构过程，也是复杂的信息加工过程，须对已

激活的先前知识和所获的新知识进行有效和精细的深度加工，即为觉知、分析到综

合、应用、同化而加工。深度学习的目的是发展高阶思维能力、实现有意义学习，

其核心思想体现了理解、建构、迁移、问题解决、反思等认知领域的重要概念。 

最后是深度教学的结果，三个维度解释： 

真学——积极参与、高度投入、主动学习 

会学——良好习惯、深度思考、学习进阶 

深学——理解意义、学会迁移、思悟成长 

 

虽然都是理论，但是听起来并不是乏味无趣的，反而加深我对理论的理解。教

学要想有所突破必须对课本对课程标准反复解读，只有老师真正的理解了教学内容

与目的才能更好的表达出来，帮助学生学习。 

   

 

 

 

 

 

 

上午八点半主持人介绍了今天的主讲人，合肥市国培计划数学学科培训教师廖

纯连。廖老师曾经获得安徽省“教坛新星”、“优秀教师”“优秀班主任”、合肥

市“十佳师德标兵”、合肥市中学数学学科带头人等。 



 

首先，廖老师做了关于《数学建模的教学研究与案例评析》讲座。他先研读了

《义务教育课程方案（2022年版）》，并强调此次方案修订理念是更加适应核心素

养的教学。从“知识本位时代”走向“核心素养时代”是课程改革的新思路。教学

要求是理解内容本质，知道学生认识。学生对新知识的理解和掌握程度不取决于教

师反复的讲解，而是取决于学生自主学习的质量。这就要求教师改变教的方式，促

进学生深层学习。 

其次廖老师讲解了什么是数学建模，为什么特别重视数学建模，以及数学建模

活动的实施环节。数学建模活动过程：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分析问题，构建模型，

确定差数，计算求解，检验结果，改进模型，最后解决实际问题。 

最后廖老师介绍了关于高中、初中和义务教育阶段数学建模方式。 

 

 

 

 

 



 

 

 

 

 

 

 

九月十七日下午，邓威老师做了关于《双减背景下数学课程建构与思考》讲座，

他首先介绍了什么是双减政策、双减工作的总目标、以及双减政策实施的正确定位。 

紧接着介绍了数学课程的认识和实践。数学课程要培养学生的核心素养，主要

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三会）会用数学的眼光观察现实世界，会用数学的思维思考现

实世界，会用数学的语言表达现实世界。最后介绍了典型高效课堂结构的共性特点。 

 

 

 

 

 

 

 

 

 

 



 

9月 18日早上，班主任老师邀请了合肥市中小学信息技术教师培训基地领衔名

师马敏主任和国培办蒋家玉老师。培训之前蒋家玉老师进行了一个简短的布置仪式，

他就本阶段培训后续安排、培训任务、目标进行了简单部署。随后来自六安老师代

表，进行了学员发言，并表示要用心学习，积极参与，满载收获而归！ 

 

简短的仪式后，马敏主任开始了本次培训的最后一个专题讲座《信息技术与学

科教学深度融合的实践进路》。马敏主任是安徽省信息学奥赛金牌教练、全国信息

学奥赛优秀指导教师、安徽省能力提升工程2.0的专家。 

 

今天的他讲座主要摘要有四点： 

 

01“融”思 

 

02“融”想 

  

03“融”动 

 

04案例参考 

 

 

主要内容如下： 



一、“融”思方面，他讲授了信息化应用能力提升工程助推教师的专业成长，

由1.0时代的建设部署到2.0时代的应用和创新到3.0时代精准教学和科学管理。 

 

 

 

 

 

 

 

 

 

 

 

 

 

二、“融”想方面，马敏主任提出融合教学的课堂特征是有先进的教育思想与

教学理论指导，任务驱动问题探究式的教学过程，信息技术作为的基本认知工具和

教师为主导、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结构。 

 

三、“融”动方面，马敏主任提出——如何做的问题，要把握以下几点： 



（1）信息化的教学环境是实现“深度融合”的基础。 

（2）课堂教学结构变革是进行“深度融合”的关键。 

（3）教材、资源是影响“深度融合”效果的重要因素。 

 

 

 

 

 

 

 

 

 

 

 

 

四、在案例分享中，马主任先后分享了语文学科、音乐学科、体育学科的案例，

这些精彩的案例无不呈现出信息技术实践的好处，不仅能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节

省教学时间，扩大课堂容量，而且优化课程提升教学水平。 

 

“路漫漫其修远兮”在学习和运用信息技术和课堂融合的课程里，我们一定要

结合专家的指导，同伴们的讨论，自我的反思来进一步学习，使我们的课堂早日开

出“课堂之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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