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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威：合肥市莲花小学党支部书记、校长，安徽省教坛新星，合

肥市小学数学学科带头人，全国苏教版小学数学教学评比一等奖，安

徽省优质课大赛二等奖，合肥市寻好课一等奖，曾应邀赴上海参加国

家教育部"十一五"专项任务﹣-"中小学全效学习方案研究与实验"第

六届全国展示活动，并上展示课；被国培计划"赢在课堂"聘为"班级

管理与指导教师"，国培专家，教师资格认定专家库成员，多篇论文

获得省市级一、二等奖。 

刘建：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副校长，2012年毫州市教坛新星，

2014年合肥经开区优秀教师，2016年合肥市第三届骨干教师，2019年

合肥市第四届骨干教师，2019年合肥市数学培训基地专家组成员，

2021年国培计划专家，2022年安徽省基础教育教学成果一等，2022年

合肥市第五届学科带头人。 



 

 

崔晓春：合肥市陈维严“读写诵”名师工作室成员，合肥市“教

坛新星”，合肥市经开区骨干教师，主持、参与多项省市级课题，撰

写并发表多篇论文，曾获安徽省“尚德杯”演讲比赛一等奖、合肥市

诵读中国比赛一等奖、合肥市广玉兰杯经典诵读一等奖。 

聂桂珍：本科学历，一级教师，中共党员。陈维严名师工作室成

员。合肥市骨干教师。“名师成长”第五届“我与名师同台”全国课

堂教学比赛中获语文组二等奖。第五届安徽省小学语文工作室联盟研

讨活动中，所展示的课被评为“优秀展示课”。合肥市小学语文单元

一体化教学比赛中，获市二等奖。撰写的论文多次发表于省、市级刊

物。参与陈维严名师工作室多项课题研究。所带班级多次被评为县、

市级“先进班集体”，本人也多次被评为县“十佳辅导员”“优秀辅

导员”。秉持“爱”的教育理念，始终做一个有温度的老师，坚守的

教育格言是“爱生如己，教生如子，待生如友” 

周妍：合肥市骨干教师，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合肥市陈维严名

师工作室成员，合肥市特级教师工作站学员，“国培计划”跟岗研修

实践导师，包河区骨干教师、优秀班主任。参与多项省市级课题研究，

多篇论文获奖，在省级刊物发表论文多篇。课例、课件、微课、教学

设计等均获得合肥市一等奖。主编《《小学生朗读100课》《名家名篇

里的朗诵密码诗歌卷》，参与编写《晨诵暮读》等书籍。 

 

 

《记录，让生活更美好》依

然记得去年的培训他给学员讲述

了阅读的重要性，一个热爱阅读

和写作的数学老师！让人印象深



 

 

刻。开场他还给学员介绍了为何选用“记录”而不是写作，从他的讲

座中透露出写作已经是他的日常，是他生活中的一部分。并且是让他

觉得快乐且轻松的一件事。记录也是他阅读的后续，他曾与我们分享

他对阅读的认识：没有阅读，就没有真正的教育。没有专业阅读，就

无法造就真正的教师。教师的阅读史，不仅是他的精神底色，也是他

的教育蓝图。3.教师阅读四大问题：动机不足，环境不良，方法欠佳，

资源缺失。4.日前教师的阅读出现鲜明的理念重视，行动上忽视的现状，

根本原因是，理念的重视来自外界压力，而不是内在动力。 

 

 

刘建老师的《双减背景和新

课改下如何提高教学质量》，教

给学员实实在在的方法。从备课

到上课，从作业到辅导再到反馈。

非常具体实用。比如从上课来说：

1、如何处理上节课遗留的问题，

是急于赶新课还是先处理遗留问

题？2、走上讲台以前有没有把

本节课的流程再理一遍？3、能否忍住发火？4、当学生不理解时，不要

骂学生怎么这么笨，多找自己的原因，怎么这么笨没有把学生教会！5、

多表扬少批评。其次，在反馈时，要自己出题、改编或者原创；难易

程度的设置，针对不同层次的学生；结果的评价方式是等级还是分数

等等。让我记录下来，也希望能运用到今后的工作当中。 

 

 



 

 

 

 

 

合肥一六八玫瑰园学校的崔晓春老师为六安“国培”中小学语文

研修班学员带来一场精彩的专题讲座——“借力语文新课标 开启论文

新思路”。 

崔老师从三个方面对分享主题展开了论述： 

论文是一个优秀教师绕不过去

的坎。市级骨干教师，高级教师，

特教教师的评定都必须要有相应论

文发表，崔老师讲座中详细解读了

各类教学论文的定义，具体课例。 

2022年语文新课标出台，论文

借助新课标这股“好风”，老师们

可以尝试在新课标里寻找写作方向。 

论文的发刊窍门：新颖。题目新，框架新，案例新。 

来自地市的一线教师，虽教学经验丰富，但是在论文的撰写方面确

实力不从心，很多人会感觉无从下手，这是一种普遍的状态。崔老师的

讲座内容对学员们来说，无疑是一场及时雨。他为参训老师们详细剖析

了论文写作存在的各种问题，教大家借助新课标的“新风”选材，发刊

的“三新”原则给大家指明了论文发刊的技巧，提供了一些思路，具有

启发意义。如果老师们对自己的专业发展有要求，愿意把自己的教学经

验进行分享，就得学着在教学中善于做有心人，把自己在教学中的所思

所想形成论文。 

 



 

 

 

 

聂桂珍老师给学员分享了《立足

教学实践，让教育论文落笔生花》。

聂老师是合肥市的骨干教师，教学业

绩突出，秉持爱的教学理念，始终做

一名有温度的老师，坚守的教育格言

是“爱生如子，教生如子，待生如友”

。因而，聂老师分享的论文撰写主题

是来自于教学实践中思考总结，寻找

写作思路。任何一个老师的分享，都

是他们职业生涯中最精华的部分，对

于参训学员来说，都有借鉴意义。 

 

 

下午来自合肥市海顿学校的合肥市

骨干教师，国家级普通话测试员周妍给

老师们带来了一场题为《朗读——修炼

好声音，助力“语”课堂》的朗诵教学

经验分享课。周老师谦和优雅，知性美

丽，语言生动优美，讲座内容深入浅出。 

周老师在讲座中谈到了朗读的几点问题，朗读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

线上线下花样朗读教学的具体实施方案。周老师在讲座中讲了朗读的一

些技巧，很实用，与参训学员互动朗读，不少学员们的朗诵得到了周老



 

 

师中肯的点评，大家兴致勃勃，热情参与。三个小时的讲座，大家没有

一丝倦意，全程全神贯注，收获满满。 

 

 

 

 

 邓校长强调了写作对于个人成长和表达的重要性。讲座通过吸引人

的故事和例子，向听众展示了写作如何帮助他们更好地理解自己和世界，

并丰富他们的生活体验。 

通过写作，人们可以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情感，探索自己的内心世界，

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和沟通技巧。同时，写作也可以帮助人们更好地理

解和欣赏文学作品，增强自己的审美体验。 

总的来说，这个讲座的价值在于它提醒人们写作是一种重要的生活

技能，并鼓励人们通过写作来发掘自己的潜力和丰富自己的生活。 

刘老师的讲座明白的讲述了“如何在双减背景和新课改下如何提高

教学质量”，提高教学质量需要学校、教师、学生等多方面的共同努力，

只有全面提高教学质量，才能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和发展需求，促进

学生的全面发展。 

 

 

 

课堂上崔老师围绕着“借力语文新课标，开启论文‘新’思路”来

展开教学。印象最深的是对论文的研究范围中指向教育教学领域内的各

项制度、思想、人物、事件、现象等，举的事例是《谁来守望乡村教育》

。是啊，我自己就身处乡村，看着自己的学校学生一年年锐减，大批量

的流失，除了有能力的家长在城里买房给孩子接受更好的教育资源外，



 

 

现在人的生育观也是很大的问题。这些都可以是我们研究的方向，但都

忽略了，还以为没有论文主题可写，真是大错特错。崔老师给我们总结

了很多写论文的类型，如：教育观察法，教育观察法，教育经验总结法

等等。最后又结合新课标中许多亮点和关键词来着手论文，通过彩虹结

构图，建构结构化的课程内容，让我们有了更深的体会…… 

      

下午是由周妍老师为我们讲授“朗读——修炼好声音，助力语文课

堂”。在这里得知22年11月18日以后国家开始陆续实行义务教育学生的

普通话测试（五年级以上），由此可以得知我们小学语文老师的责任重

大，不可推卸。之后又指出学生普遍出现的发音问题，如三年级《荷花》

课后习题的第一题就指出着重读儿化音、轻重格式。因此，只有自身打

铁硬，才能为学生播种更好的种子，努力开花，结果向上。 

庆幸每一次的学习，都有不一样的收获！让我能珍惜当下，努力向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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