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安徽省“国培计划（2019）”项目 
国家统编教材及课标专项培训初中语文1班 

简  报 
2019年第 1 期 

淮北师范大学 2019年 10月 12 日 
 

 

 

 

 
 

 

我校举办“国培计划（2019）”国家统编教材及课标专项培训 

初中语文1班开班典礼 

    2019年10月9日，由文

学院承办的“国培计划

（2019）” ——国家统编教

材及课标专项培训初中语文1

班正式开班。10月9日全天报

到。10月10日上午八点，本

次培训开班典礼在新阶102教

室举行。继续教育学院培训

中心主任吴姜、文学院书记

谷凤艳、文学院副院长王宗

峰、项目首席专家文学院任强出席了本次简短而庄严的开班仪式。开班仪式由任强

教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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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开始，任强教授首先代

表淮北师范大学对参训学员的到来表

示欢迎。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主任

吴姜教授简要介绍了学校历史、校区

建设、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等基本情

况。我校自2010年开始承办“国培计

划”，有着丰富的教育培训经验，工

作人员也为本次国培也做了大量的准

备工作，也将在国培期间继续为大家服务，同时也预祝本次国培圆满成功。文学院

谷凤艳书记代表文学院发言，简单介绍了文学院发展情况、师资力量和在国培方面

取得的成就。王宗峰副院长发言，强调了本次国培计划的主题，希望各位老师能够

不忘初心，保持着一个学习的态度来参加这次培训，返岗后继续在自己的教育岗位

上发光发彩。 

最后任强教授总结强调：乡村中学在当今社会生存艰难，要想得到良好的生存

空间，主要不是靠教学硬件，现在各学校的教学硬件都比较好，而是靠学校的教学

质量，每一位老师都承担着乡村教育发展的责任；希望各位参训学员在培训期间也

要注意自己的身份转换，在这短期的集中学习中，能够全心投入。本次国培项目在

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组织管理、后勤保障等方面都做出了精心的安排，一批省内

外的知名专家和优秀一线教师将倾情传授，旨在帮助学员真正取得收获，提升教师

的教育教学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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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组                               第二组 

                                      

组 名：桐    乡 

口 号：同心同德  得益彰 
组名桐乡，本为书院。戴氏先贤，初创此院，造福

乡里，恩泽绵长！诗书继世，美德远扬！以此为名，心

愿亦显：同心同德，共亲语文芳泽；且教且研，同享国

培时光！ 

 

 

 

 

 

                                                      
第三组                                  第六组 

组名：相  与 

寓意：陶渊明句“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同时  

“相与”又有“共同、一起”的字面义。我们国培语文一  

班的老师来自安徽省各地，怀惴“教书育人”的情怀，走 进

淮北师范大学，我们将珍惜这短暂的时光，与名师对话， 与

同仁交流，提升自己，回馈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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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任强教授：2011年版课标及国家统编初中语文教材概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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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名师示范课《中国石拱桥》学员王雄的评议： 

（1）课堂教学条理清晰，围绕说明文阅读的三个要义展开，即说明对象的特

点，说明方法顺序，作者的写作意图； 

（2）体现了语文课堂书声朗朗的特点，读的方式多样，学生自由读、齐读，

老师示范读； 

（3）默读的策略指导及时到位，在默读的同时指导学生寻找相同的句式，圈

点勾画关键句、关键词； 

（4）注重语言文字运用与重构，师生互动，用简洁的语言概括赵州桥的特点

与原文进行比较，使学生明了说明语言的特点，同时也自然过渡到第 3部分的教学

内容，语文味十足； 

（5）老师授课时处处照应，浑然天成。 

2、听取专家讲座《体认文言美感，汲取文化精华》后学员王雄的反思：人类

社会发展到今天，社会生活方式，生产生活习惯与古代相较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

而学生对文言文的理解往往囿于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古人形成隔阂。听了专家的分

析后，领悟到老师在教授文言文时，一定要还原写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写作背景，

这样会受到事半功倍的教学效果。古文教学肩负着传承中华传统文化，激发学生民

族自豪感，树立民族自信心的重要责任，作为老师因静下心来认真领悟文本所传达

的深刻意蕴，以词为媒，积极传递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 

3、听取专家讲座《统编教材名著导读例谈》后学员王雄的反思：农村初中的

学情是学生课外阅读功利化，同时阅读资源匮乏，时间也没有保障。作为语文老师，

首要的是运用恰当的策略，第一多解读名著，将名著贯穿到日常教学中激发学生阅

读的兴趣；其次是教给方法，指导并帮助他们阅读来固趣；最后运用诸如通读、跳

读、精读等不同的方法，减少不必要的阅读时间。一定要让阅读的种子在学生的心

中扎根，因为阅读的重要性太明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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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员专注听讲座                           学员参与评课 
 

 

 

 

 

 

品名著神韵，诉心灵感悟 

诗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金秋十月，丹桂

余香，我们来到了秀丽宜人的淮师大校园，在这数天的学习期间，我们认真聆听专

家的讲座，发现了自己的不足。更加深刻的认识到：“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得有

一桶水”。                                              

今天我们有幸聆听了河南省安阳市文峰区中学语文教研员柳文生先生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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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收获颇丰！感受颇深：  座谈开始前，第四小组组长陈宏俊老师主持交流，陈

宏俊老师妙语连珠，学员们都想表达对名著导读的教学想法，钱效林老师率先就初

中语文名著教学阐明了自己的看法。钱效林老师有多年初中语文教学经验，他简明

扼要的分析初中语文名著导读的困境和对策。其后柳老师以自身进行学术研究的经

验出发，为我们当场深刻解读了初中语文名著导读的难题，提出了名著导读的五个

维度，跳出名著看名著，深入社会看名著，站在高处看名著，通过对比看名著，最

后回归到走进名著看名著。为我们这些从事一线语文教学工作的工作者在教学和科

研方面指明了方向。这有如茫茫宇宙中，找到了心中的那颗星；无边无际的海洋上，

寻觅到了那盏灯塔。在教学中，我们做什么，应该怎样做，做到什么样的程度等诸

多困惑我们实际的问题有了清晰的答案。 

在精彩的讲座之后，柳老师为淮师大附中七年级的学生上了一节精彩纷呈

的名著导读课，在西游记这一经典名著的引读上，柳老师在用视频音乐的方式

充分激发学生对阅读《西游记》的兴趣之后，又别出心裁的教给学生独特的赏

析小说的方法，分析人物，梳理情节，学会品读，善于运用。对学生授之以渔，

真正体现了名著导读的精髓。听了柳老师精彩的示范课后，真是山重水复疑无

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柳老师为我们今后的名著导读教学提供了精彩的范例。

学员们纷纷表示要细细揣摩，慢慢领会，将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应用到

实际教学中去。 

人生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芳草梦，阶前梧叶已秋声。

在语文教学中，在文本解读中，在进行教学科研中，“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记之以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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