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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典，丰盈了我的“国培”时光

1925年，因为父亲的一封来信，“我身体平安，惟膀子疼痛利害，举箸提

笔，诸多不便，大约大去之期不远矣”，朱自清“泪如泉涌，我父亲待我的许多

好处，特别是《背影》里所

叙述的那一回，想起来跟眼

前一般无二” ，于是写下了

这篇“天地间第一等至情文

学”。

夜晚的淮北，昏暗的灯

光，干冷的空气。短短一周

的培训时间，因为有了《背

影》的陪伴，变得静谧而温

情，充实而丰盈。每天除了

听讲座，听课评课，观摩学

习，剩下的点滴时光都付与

《背影》了。  



阅读初期，百度。海量的助读资料，各方名师自出心裁的课例、课堂实

录，近几年闹得如火如荼的“韩李之争”……蓦地发现，我竟然自不量力地把

自己置于《背影》的风口浪尖！我在《背影》的激烈争论的漩涡中沉浮，在

《背影》的诸多课例实录中徘徊……我忐忑了，甚至想退缩。可内心有个声音

一直在激励着我：“尽管是献丑，却也是难得的有名师指导的机会啊！”

于是继续鼓起勇气，坚持。我像肖培东老师说的那样，在纸条上写下这篇

课文需要思考的八个问题，然后老老实实阅读课文，一字一句写下课文的文体

特征；内容 和主旨；写作

动机和背 景；语言特色

和写作手 法；了解编者

意图和单元 目标，思考它

的教学价 值，注重教学

聚焦，做出 学情预判。点

点滴滴，方 方面面，我提

醒自己思考 周全，做出取

舍。这八个 问题想透了，

备课开始 了。我以自己

的眼光，遵 从自己的内心

体验，重新 阅读，重新思

考，准备重 新上一堂属于

今天的我和 学生们的《背

影》。最 终，紧扣文本

细细阅读， 发现最感动我

的就是、还 是父亲为我买

橘子爬月台 的背影，以及

儿子内心爱 的挣扎。

单元导读提示我们，《背影》是写人记事散文的典范，阅读时可以从人或

事的角度切入，但作者最终要表达的还是自己“独特的情感体验和深刻的人生

感悟”；要以理解写法、“反复品味、欣赏语言”为教学的重点。朱自清的散文

语言“朴素而醇厚，简净而细致（见课后习题）”，只有让学生自己多读，多

品，多思，多悟，细品细读才能得其中味，而初中的学生又往往缺乏细致阅读



的能力，这就需要老师点拨一二，帮学生将理解推向深入。

课堂上。探寻父爱的深沉，这是学生可以感受到的。但，“我”对父亲的

情感变化，父爱的艰难、隐忍就不容易体会了——这既是重点，亦是难点。我

牢牢记住，在语文教学改革进入理性思辨时期的今天，“语文是学习语言文字运

用的综合性、实践性课程”，语文核心素养为四个维度：语言能力、思维能力、

审美情趣、文化修养。我以“情感”为内核，以“语言”为外衣，引导学生去

圈画批注，深入理解词语，解读语句，联系上下文，补充介绍背景资料……以

听说读写多种方式去发现、去交流、去探究、去书写对“父子深情”的感悟。

学生是课堂学习的主人，学生在语文活动中是有活力的，是在收获的，是

愉悦的，这才是一堂优质课的标准。希望我和我的学生一起，阅读经典，能够

深情凝视美丽的“语文”之花，领略她别具的芬芳，在语文的旅途上快乐前

行。

本报讯（枞阳县  方铭鸿）重读《背影》，感恩经典

学员心得

濉溪任集中心学校课堂教学模式观摩心得

本报讯（枞阳县 余国胜 ） 11月 30日，我们国培班的全体学员在淮北师

大任强教授的带领下，前往濉溪任集中心学校观摩“先学后导，展示训练”高

效课堂教学模式，收获颇丰，感受很

深。

濉溪任集学校的观摩学习让我认

识到：我们今天的教育除了要在区域上

实行均衡教育外，还要在课堂上实行均

衡教育，这是“面向全体”教育理念的

进一步深化——即在课堂上关注每一个

生命个体的成长，通过课堂结构、模式

和制度的重构，让课堂教学的质量不因

为老师的变动和专业素养的不同而受到

影响，让“面向全体，尊重个体”的人

本教育观得以实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



口头上，这是我此次观摩学习之后的一种新的感受，也是本人教育理念上的一

种提升。就课堂教学而言，任集的语文课堂充分调动了每个学生课堂学习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重视自学和合作学习相结合，重视课堂上的语言交流，让每一

个学生都有展示自我的权利和机会。老师在课堂上并没有讲授什么，而是把课

堂彻底还给了学生，让学生在借助学导案的基础上交流学习，这充分表明，在

任集学校，教师的作用与传统的课堂相比也在发生显著变化：教师不再是知识

的传授者，而是学生学习成长的陪伴者、发现者和促进者。总之，任集学校的

课堂顺应了新课改的要求，真正突出了学生的主体意识，关注的是人的发展！ 

当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任何一种教学模式都不是完美的，比

如：任集学校的语文教学在一定程度上肢解了文本教材；过于热闹的课堂不能

给学生品味文学作品的时间和氛围；缺少老师的指导，学生的交流解答都在较

低的层次上进行，难以深刻领会文本的内涵；频繁的打分环节完全没有必要也

容易让学生产生审美疲劳等，但我们认为仍然有许多新的理念和创新的做法可

以运用于我们的教学。在今后的教学中，我将在调动学生课堂学习的积极性上

下功夫，最大限度激发学生的潜能，多给他们提供交流表达展示的机会，提升

语言能力，在课堂上要面向全体，让每一个学生都能在课堂上获得平等和尊

严！

有一种理解叫感动

本报讯（枞阳县 陈雪峰）11月 26日我们小组一行五人又踏上了北上的列

车，满怀期待地开始 了第二轮培训—

—影子研修。在学员 的献课、观课、

议课活动中，我们增 进了彼此的了

解，在互动与交流 中，思维与意识

发生激烈的碰撞，迸 溅出智慧的火

花。有些我们该抛弃 了……有些我们

依然要坚守……还有 一些我们需要慢

慢沉淀……思绪万 千，有一股暖暖

的激流在心底泛滥。

我要抹去语文课 堂上单纯的功利

色彩。不需要杂乱无 序的热闹，不请



求轰轰烈烈的掌声，不讲究课件的绚烂多姿，不看重师生浅层次的对话。不只

为分数而教，不只为获奖而教，这样，教学就不再是单纯的工作任务，而是一

种真实的生命体验，是一种人生价值的实现。对学生而言，知识不再是枯燥的

说教，而是点燃心灵的火花；课堂不再是监狱般的牢笼，而是充满生机与活力

的乐园。

我要坚守我对语文教学的理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

个语文老师就应该有一千种教学方法。我们教学生做自己，老师首先要做自

己，真正的自己，真实的自己。尤其是语文老师，对教材的解读、对教学角度

的选择、对教学程序的设定、对教学手段的使用等，都应该有鲜明的个性色

彩。风格是一个老师教育个性的集中体现：王君老师的激情、赵谦翔老师的本

色、李镇西老师的谦和、黄厚江老师的悲悯情怀等等，不一而足。

我会吸收这次培训的精髓，不断成长。首先，学好信息技术，使之与语文

教学深度融合，使之更好地辅助语文教学。其次，多读书，在提升自己的同

时，树立语文教学单元目标整体教学意识和名著导读意识，在听说读写中提升

学生的语文素养。还有，用语言文字的教学支撑语文课堂教学的天空。引导学

生沉浸在语言文字之中，引导学生凭借自己的经历、阅历和文化积淀，去体

味、感悟作品，引导学生在充分的思维空间中，多角度、多层面去理解、鉴赏

作品，产生对文本的人性美、文体美和语言美的认同与欣赏。这样，语文课才

有浓浓的“语文味”。

当然，我还有许多困惑：如何避免语言“碎片化”教学？语言“碎片化”

教学能否替代对文本的整体阅读与内容感知？这需要我去思索，需要在今后的

语文教学实践中去寻求答案。

从教 20余年，教学之路上也曾留下深深浅浅的脚印，所幸，此次与枞阳

学友携手同行，一路上并不孤单。有分工，也有合作；有支持，也有批判；有

活泼，也有严肃。我喜欢我们这个团队。因为热爱语文，我们走到了一起，因

为理解语文，我们感动着彼此。

语文课的味道

本报讯（枞阳县  吴卫华）语文课到底怎么上？这些年不断地改革，着实

让有些老师感到困惑。

我也曾有同感，然而我是幸运的。在淮北师范大学参加国培学习期间，经



常会听名师的讲座，也有和名师同课异构的机会，我学到了很多，也悟到了很

多。我明白了：语文课只要能上成语文课的样子就好了，语文课一定要有语文

味。

语文课只有文火慢炖才有味道，语文的味道只有细细咀嚼才能品尝。语文

核心素养是主

料，语言、思

维、审美、文化

缺一不可，火候

最重要。课堂上

一切的教学活动

都要做到刚刚

好，适可而止，

过犹不及。

要想烹饪

出适合学生的语

文大餐，老师这

个大厨还得了解我们的服务对象——学生。适合的才是最好的！

当然，有味道的语文老师才能呈现有味道的语文课，所以我们要不断地学

习，沉淀，我的味道我做主！

观摩《皇帝的新装》的一点收获

本报讯（枞阳县 何宝柱 ）《皇帝的新装》是名篇，许多大家都上过，创作

出许多名课，上这样的名篇，是对上示范课的一种无形压力，犹如爬山。今

天，有两位名师的示范课。他们从不同的视

角为我们展示了语文课的独特魅力，这就是

同课异构的最好解读。从中，我认识到，作

为语文老师，如何上好课？

一、上好课要找准一个切入点。

无论是长文短教，还是短文长教、短文

趣教，都要把握好一个切入点。对于《皇帝

的新装》这篇文章，两位老师都很好的抓住



了一个切入点，如沙仙老师抓住了“夸张”，从人物、语言、事件几个方面的夸

张入手。徐海华老师从讲故事入手，讲故事能够激发学生兴趣，同时以讲故事

能够串起全文的框架，借助每个小故事来落实对人物的分析和对方法的指导。

二、教学目标的确定要依据教学内容。

两位老师都很好的依据单元要求和本文的主要内容，教学目标具有可操作

性，是有效的、明确的。正是有效的教学目标才能使课堂教学变成高效的。

三、教者设计教学活动一定要关注文章体裁。

这是一篇童话，教师教学之前要想：我们学习这篇课文是为了什么？童话

是写给孩子看，也是写给成人看，童话发映成人世界、现实生活。同时教师也

不要忘记四个核心素养，童话内容是知识性，速读与夸张是方法，童话主题就

是情感态度价值观。

四、教师要有灵活应变的能力。

今天授课班级的学生整体语文素养较低，课堂气氛不够活跃，这时候，教

师开始准备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方法就不能适应了。教师一定要改思路，想办

法，换方式，调策略，使之能针对当前情况，也就是落实备好学生，因生定教

的备课理念。

五、教师提问也是一门艺术。

如沙仙老师提问学生快速阅读课文，找出最夸张处。学生读文本时，教师

在反复强调“最夸张”的地方，有点干扰了学生。教师有时候要安静些，要给

学生读书思考的时间，当然可以换一种幽默的变相提醒，如“这位同学在 28段

这处找得好。”另外，教师的问题不宜笼统，否则就很难找到你想要的夸张处，

教师要明确角度，如从人物（皇帝）、描写（动作、语言、神态）等方面去思

考，一定要让学生明白你想要什么样的夸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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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各有关部门、有关学院、 校“国培计划”执行团队成员、教学督导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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