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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上午八点，来自芜湖、铜陵、宣城、马鞍山四个地市的一线教

师，聆听淮南师范学院陈雍茹教授讲述了工作坊产生的背景，介绍了相关概

念，指出教师工作坊一般是在某一区域内，由一名优秀、特级或高级教师主

持，多位不同层级教师参与的具有共

学、导教、引研性质的学习型组织。

以案例解说的方式讲述了教师工作坊

的设计与运行，让老师们对工作坊的

理论基础、设计原则、设计内容、工

作原则、团队组成、工作目标、运行

机制等方面有了大概的了解。同时，

对于如何进行工作坊的操作有了方向性的认识。

名师讲堂

研修花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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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天，在微信上看到何捷在江苏现代与经典活动中的反思，他在当天的

课后，向学生和听课老师道歉，说自己没有备学情，以为一节精心打磨过的久

经课堂的课加上自己的演绎，一定会成功。之后，他说，真好，这失败来得正

是时候。虽然不敢和名师大家并论，但其实写下这行字，我心里也有一样的感

受，今天上午，终于上完了那节任务的课程，课上完，酸酸的，自我感觉不太

好，暴露出课堂上存在太多的问题，好吧，这失败来得，也真好。

不想去说任务如何临时落实到我身

上，这阵子有多繁杂，身心的疲惫，借班

孩子如何的冷场，觉得过多的理由都只是

为自己的原谅自己的借口，一节 24 小时

备的课，也一样能精彩丰呈的。选上了一

节三年级的《陶罐和铁罐》一文，一个小

童话，一个小道理，课文特点就是运用对话的形式展开全文，第一课时的目标

定为读通课文，学会读会生词，并写三个生字，重点在对话的朗读指导，通过

对话感受铁罐的 傲慢，陶罐的谦虚并不懦弱。语用的点放在学习提示语的运用

上来。以为一节课，都十来年有老教师了，教案记下了，也就差不多了。课

始，从交流时就是静静一片，便觉得有些慌张，一节课下来，感受到太多的不

足，朗读的指导不够，生字书写的教学没有虽然花了时间，做了学案，二次书

写制作做评价表并评改展示反馈，但感受效果不明显，节奏也没把握好。包括

后面的提示语的教学，朗读的指导，有些走教案的感觉。而这些问题其实都是

暴露了自己理念知识不够，基本功不扎实，这时候又想到几次培训时，骆校，

孔校和那个专家们都说的说一定要多读读理论的书籍，心里暗暗的冒出冷汗，

一个贫瘠的语文老师是不可能上出精彩的语文课。

真心感谢课后大集体中专家老师们对我真诚的鼓励和建议，让我收获很

多，对以下几个方面，有了些思考。

1.课前交流导入环节的重要性，针对不同年段的学生，应该有不同的思

考，这其实也就是备学生。

2.写字教学如何更合理的落实到一节课。

3.阅读教学中如何进行更高效的朗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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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如何在阅读教学中体现文体特点。

5.语言文字的运用要如何选择又如何教学。

6.强调一课一得，扎实教学。

7.如何能够高度的提炼文本。

一直对自己的定位都是老的年轻老师，参与这样的教研才几年，所幸一直

有很多优秀的老师们引领帮助着，所幸还没有被大家给予的所谓的小光环给弄

晕，写下这些文字，除了反思这节课，也是理理自己的心境，做一名快乐的语

文老师是一直以来最大的理想，不应该再为其它的繁杂左右自己了。

这失败来得，真及时！                    

                         （供稿人：芜湖市沈港镇中心小学  丁静）

不同的风格  不同的精彩

今天早上两位老师同课异构《陶罐和铁罐》一课，丁静老师春风化雨，孙

俪老师风趣幽默，展示了他们不同的教学风格。

他们各自都有自己的亮点所在，其中丁老师的亮点为：1.生字词教学中引

入字理分析，如“陶”“罐”中的“缶”，丁老师通过课前查阅资料，课上呈

现给学生直观现象的感知图片，让学生能更深入地了解字的起源，有助于认清

并记牢字形，还能潜移默化地让学生感受到中国文字的博大精深，可谓一箭双

雕；2.写字指导上有示范，有评价标准，让学生有章可循，有规可依，训练得

扎扎实实；3.信息技术的运用注重体现师生互动性。如在写字指导中，老师巡

逻过程中拍下学生典型的字例，然后手机及时上传到屏幕上，在班级共同点评

指正，很高效。   

其次是孙俪老师的教学亮点为：1.整堂课以抓住人物神态词为切入点展开

教学，符合三年级学生的学情，这也是老师认准了教学目标来设计，这样的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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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对人物对话朗读的指导上效果很显著；2.孙老师的体态语很丰富，符合本课

童话的特色，给学生很好的引领示范作用。如扮演不同神态时的表情动作，还

有示范朗读，都演得惟妙惟肖，读得声情并茂，师生共同进入童话的情境中，

学生也学得轻松愉悦，读得有滋有味。

                    (供稿人：芜湖市繁昌县城关实验小学 江梅燕)

听芜湖市丁静老师的《陶罐和铁罐》收获与反思

这节课亮点很多，值得我好好学习：

一、丁老师的教态自然大方，很有亲和力。

二、丁老师运用了扎实有效的词语教学，字词的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的

基础。本节课的教学中，丁老师从指导课题“陶”字写法入手，首先出示象形

字“缶”，这样学生很理解“缶”字，从而很容易理解“陶”和“罐”二字。

然后进行词语教学：出示“我会认”，让学生去读读。读过后，根据这些词语

来填空，让学生总结课内容，这样

让学生概括课文内容就迎刃而解

了。

在写字教学方面，丁老师舍得

花时间去教学。比如教学“谦虚”

二字。首先，老师让学生提醒老师

怎么把“谦虚”这两字写好，然后叫学生在“学案”纸上去写，而且在学生写

的时候，教师用手机拍下某个学生写的字，放在大屏幕上，让其他学生去观

察，评价该生写得怎么样，这样做既让写字的这个学生知道自己写得怎样又让

其他学生也知道怎样去写好。

四、教师在教学陶罐和铁罐对话时。在提示语方面教学，教师说得很详

细，而且还穿插了一段小视频，详细地教给了学生写提示语的方法。

本节课本人听过后觉得收获很多，但也有一点想法：个人感觉在写字教学

时，尤其是在教学“陶”这个字的时候，教师能否在板书课题时直接教学生怎

么写。学生在“学案”纸上学写写字时，最好只呈现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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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稿人：铜陵市义安区钟鸣中心小学  袁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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