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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益匪浅的一小之旅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飞快，不知不觉“国培计划”2018淮北之行已经过去4

天了，衷心感谢淮北师范大学李孝诚老师的精心组织安排。这不4月13日上午，

我们又一次走进淮北市实验小学有幸聆听了数学大咖——刘永春老师的一节在

微课支持下的试卷讲评课，让我们认识并了解了“学、帮、理、练”教学法的真

谛，见识了“微视频”在小学数学教学中的有效运用，明白了如何实现信息技术

与数学教学的深度融合。 

 

课后来自淮北市小学数学名师工作室首席名师——韩东老师、学委会代表——左

敏江主任和陶福菊老师，对刘永春老师的示范课作了精彩的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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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北师范大学李孝诚教授为“国培”学员做专题报告 

4月13日下午，淮北师范大学李孝诚教授在逸夫楼803教室给国培数学班的学

员们作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报告。报告名为《几何画板与数学教学的有效融合》。 

 

 

 

 

 

 

 

 

 

 

 

经过国培两次阶段的培训，大多数学员对几何画板有了初步的认识。在此次

报告中，李教授理论联系实际，从数学图形的本质和数学原理带我们走进了几何

画板的世界。讲座中，李教授十分注重操作性，和学员一起讨论数学现象背后几

何画板的原理，通过各种不同的思路解决同一个问题。学员们感受颇丰，不仅为

李孝诚教授高深的专业知识与水平深深折服，更感受到几何画板给数学教学带来

的优势与便捷。 

 

 

 

 

“国培计划（2017）安徽省乡村教师培训团队研修项目淮北师范大学小学语

文班第三次研修开班的第三天。本次研修的是一篇古诗词和一篇说明性的文章。 

上午，学员们聆听了来自无为县汪荷仙老师执教的《望庐山瀑布》和淮北

人民路小学的王瑞兰老师执教的《蝙蝠与雷达》。汪老师的古诗教学清新灵动，

紧扣古诗的题眼“生紫烟”、“挂前川”和“落九天”展开教学，引导学生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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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面，体悟诗意和诗情。王老师执教的是科普性说明文，但课堂却情趣盎然，学

生在老师的引导下学习生字扎实有效，在有趣的活动中了解科普知识，同时又关

注了语言实践的训练。两篇文章虽题材不同，但两位老师都展示出高超的课堂驾

驭能力，让我们领略了他们不同的教学思路和教学智慧。 

 

 

 

 

 

 

 

 

 

 

 

 

下午，各小组分组研讨了小学语文描写说明类的课文阅读教学中课件的制

作与使用。    

                       

       

 

 
今天聆听了淮北名师王芳慧老师的一节古诗示范课，获益良多。小学阶段古

诗教学不仅要让学生从小就了解祖国传统的文化，更重要的是学习古诗能使学生

较为正确地认识古代社会，学习古人语言中有生命的东西，激发学生学习传统文

化的兴趣。王老师在执教《乞巧》这首古诗时注意挖掘课程资源，培养学生自主

探究的能力，并能根据诗意巧妙的创设情境，引领学生根据诗的内容去想象，借

助画面将古诗形象化，这样让学生更深刻地领悟了古诗蕴含的深意。 

    这节课有不少亮点值得我去学习：首先，字词教学非常扎实。如“乞”字的

教学，最后一笔横折弯钩，让学生发挥想象，想什么？学生大胆想象，形象的识

记字形特点。让学生书写时，时刻让学生注意坐姿：“头正、身正、臂展、足安”。

“宵”和“霄”的教学更是精彩，通过理解字的本意帮助孩子区别，还出示了记

忆的口诀，学生记忆更深刻了。其次，朗读的方式多样，有层次。从开始要求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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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确，读通顺，到读出节奏读出韵味，再到读出感情，层层深入层层递进。学生

的朗读热情高涨。再次，老师的语言优美，优美的语言一下唤醒了学生的思维，

学生跟着老师一步步发挥想象。两次的引读更是精彩，能明显的感受到学生在老

师的引领下，情感有了变化，有了升华。最后，老师把课堂还给了学生，充分发

挥学生的主导作用，在懂诗意上，让学生通过小组交流理解诗意，不懂的地方借

助手中的工具书。然后老师设置一些情境，如牛郎和织女的故事，有效利用课本

资源，借助插图和资料袋，然个学生想象画面，由此理解诗意，并达到悟诗情的

境界。如果真要在鸡蛋里挑骨头的话，孩子们在发挥想象说画面的时候大多是以

短句的形式，不够完整，老师可以更多的鼓励学生进行完整的表达。 

“读故事，解诗题，懂诗意，悟诗情”，这四个板块完美的融合一起，形成

了一堂行之有效的课堂，这节课让我找到了教学古诗的方法，真是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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