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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统编教材及课标专项培训小学语文2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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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国培计划（2019）”国家统编教材及课标专项培训 

小学语文2班开班典礼 

2019年11月13日早上8点，“国培计划（2019）”——国家统编教材及课标专项培训小学语

文2班开班典礼在淮北师范大学新阶102如期举行。继续教育学院培训中心吴姜主任、文学院周

有斌院长作为代表出席典礼并发言致词，首席专家任强教授主持典礼并做了总结发言。 

 

会议开始，吴姜主任首先发言，向远道而来的学员们介绍了淮北与淮北师范大学。紧接着

就此次培训活动，他向学员们提出两点要求：一是希望学员们能转变角色，回归学生身份，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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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全身心的投入到学习中来；二是希望学员们珍惜此次来之不易的学习机会，积极的与

专家学员们交流学术，不断成长。周有斌院长代表文学院发言，他先隆重的向学员们介绍了淮

北师范大学文学院的发展历程。随后，他也对此次的参训学员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端正态度，

保持学习热情；二是明确主旨，要明晰此次的培训主旨是统编教材与课程标准；三是找对方法，

在向专家学习的同时积极反思，寻找适合自己的方法。会上，来自合肥市肥西县的刘吉文老师，

作为学员代表也就自己的困惑和期待做了简短的发言。 

 

会议最后，任强教授对以上三位老师的发言做了详细的总结。谈到此次培训，任教授也提

出了自己的一些建议，他希望学员们能心存“感谢、感恩、感化”，即感谢自己克服重重困难

参加此次培训；感恩国家下大力气投入此次培训；感化要有所收获，对自己的教学提供帮助。

任强教授作为此次培训的首席专家，在背景介绍、研修内容、研修师资、研修方式等方面做了

详细的安排说明，并带领大家组建班委，相互认识，成员们都热情高涨，积极配合。 

 

对于不辞辛劳赶来学习的学员们，作为东道主发言的淮北师范大学领导都向他们表示了热

烈的欢迎，并希望他们通过此次的培训都能有所收获，并将之投入到今后的教学实践中去。此

次开班典礼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于2019年11月13日上午11：50圆满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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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                               第四组 

    晨曲 

我爱东方那一抹 

旭日的光华 

灵敏的大鹏 

飞扬起江边的超然 

岸边的绿树 

掩不住内心的文静 

魏芮潘莉万绿分，                              晨风的温柔 

钟炜刘婷林红泉。                    润着双琴的雅乐 

曹燕甄雪杨夏杰，                             醉了启明的金星 
泾县长丰淮师行。                                                                           

                                   
第六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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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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课堂 

丁延栋教授在诗歌中把诗读成句，

把诗读成诗，把诗读成画的教学

感悟让我记忆深刻，原来古诗教

学可以这样上，诗意生活，生活

诗意。 

闾琳老师的讲座不仅有理论的指导，更是

把自己授课经验分享传授给我们。她建议

想让口语交际真正发生就应该直面问题，

把握内涵，聚焦教材，都透亮点，强化焦

点，落实目标。 

南京市中央路小学陆文琦副校长执教

的《雾在哪里》，那娟秀的字迹、那

温婉秀丽的气质，那精彩的表达，给

每一位听课老师都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她极具感染力的语言，她细致入微教

学方式，都让我们赞叹不已！ 

 

 

 

 

刘芹老师针对语文园地中每个版块功能和地位的不同，分门别类的设计了不同

的形式的教学方法，她改变了传统讲授结构的教学模式，让学生自发的形成了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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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学习氛围，激发了学生们浓厚的兴趣，真正提高了学生的表达能力。我们教师

在语文园地的教学中豁然开朗。 

 
 

 

 

 

 

 

1、听名师丁延栋的课堂教学《古诗三首》有感  孙埠中心小学  史小香 

教学二十年，越来越迷茫。 

教学二十年，越来越平淡。 

脚踩西瓜皮，滑行上下课的铃声间， 

心如死水一潭，难再起波澜。 

今日听《古诗三首》，瞬间心情起伏跌宕。归纳两点，欢迎各位同仁拍砖。 

一、读。读，渗透于整个学习过程中，贯穿课堂始终。从读题、读题加作者，到读诗，最后到

怎么读（读出韵脚、韵律，读懂意思读出感情），这是层层递进的去读，是循序渐进的去读，

是纵向的读法指导。从自由读，指名读到师生比读、学生齐读，是多种方式的读，是横向的读

法指导。老师的课堂，真正诠释了“书读百遍其义自现”的真理。 

二、评。评价最忌假、大、空，丁大师的评价及时、真实、具体，大有激人奋发之感。

“你的语感特别好！”“你读得很有感觉！”“你的知识非常丰富！”“四年级的孩子一读就

知道与爱国有关，了不起！”“你们的老师教的真是特别棒！”……连孩子们的语文老师也夸

了，这种夸无疑是对全班同学读得好的一种实实在在的肯定！我坚信，这样的评价一定能成为

每个学生学习生涯中的一盏盏指路灯，同时也是一份催化剂，催发学生们爱上古诗，爱上学习。 

2、听取专家示范课后学员的陶桂芳的感想：今天是2019年11月15日，上午第一节课，我有幸聆

听了闾琳老师的口语交际课。闾老师是泰州市语文学科带头人，主持研究了多项省、市级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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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规划课题，是一位不折不扣名师，她的教学经验十分丰富。在课堂上，闾老师那真诚的语

言，亲切的微笑，期待的笑容，不仅感染着现场的孩子，也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听课人员。 

闾老师的引导是水到渠成的。闾老师出示“聽”字，让学生猜猜这是什么字，你为什么这

么猜？告诉学生这是“听”字后，接着又问，“聽（听）”字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

听？学生通过观察字的部件自然而然得出结论，“听”应该坐正，专心，用耳朵听，用眼睛看，

还要有回应。 

闾老师的引导是润物细无声的。老师出示淮北的“名片”，请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家乡，同

学们介绍，老师不时点头、鼓掌、发出赞叹，还追问、点赞……闾老师用自己的行动为同学们

作出示范，让学生懂得什么是回应，回应有很多种方式。 

3、听了专家示范课后陶桂芳的反思：闾老师尊重每一位学生，注重站在学生的角度和学生交流，

使每个学生都能分享和体验到学习的快乐。对每位举手发言的学生，对会倾听能回应的学生，

不失时机的赞美，使课堂气氛十分和谐，连听课的老师也融入到了这愉悦的气氛中了。 

闾老师关注学生的学习过程，努力为学生尽可能多的提供独立思考和交流的机会。让学生

在自主，自觉，自由的活动中焕发主体意识，更加主动的去交流。通过学生与学生之间、老师

与学生之间的交流互动，创造出美好的境界。 

课堂上到处都体现着新课改的要求趋势，课堂生动，目标达成度高，无一不渗透着新的教

学思想和教学方法。 

对比自己的课堂，我清楚的认识到自己的不足，有一种危机感。我想在以后的教学工作中

我必须树立一种观念：就是去学习，并且不断的学习，想要做一名好老师就必须不断的学习新

的教育观念，和文化知识，努力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只有这样才能源源不断给学生输送养料。 

 

 

 

 

 

           “小学国家统编教材及课标专项培训”心得体会 

宣城市第三小学      钱志芸 

梧叶飘黄，万山空翠，相山问道取真经。在这橙黄橘绿之时，我背上行囊，远离家乡，来

到这个千年古邑、能源之城——淮北，求取教学之道。学，然后知不足，教，然后知困也。经

过几天的学习，我突然发现自己原先的教学理念多么滞后，教学方法多么贫乏。观摩名师课堂，

聆听专家讲座，让人茅塞顿开，疑惑立解。不免大喜过望，心中直呼“不虚此行也!”如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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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的教学是“青菜豆腐”的话，那么，我现在每天都在品尝“山珍海味”。希望通过这次

的认真学习，让我易经洗髓，功力大增。 今天下午，我有幸聆听了陆文琦老师的示范课《雾在

哪里》，感受颇多。现拟出以下三点：一、重视写字的指导按照规范要求认真写好汉字是教学

的基本要求，练字的过程也是学生性情、态度、审美趣味养成的过程。陆老师在教学中特别重

视写字的指导，坐姿、握笔、笔画、笔顺，都做了具体要求，随时提醒。她要求学生做到提笔

即练字，长此以往，学生一定能养成良好的书写习惯。二、识字方法多样如“猜一猜”、“归

类识字”、“看图识字”、“我指你猜”，其中不乏形象直观的教学手段，趣味性强，符合第

一学段儿童的认知特点，有效地激发了学生的学习兴趣。三、驾驭课堂能力很强低年级孩子好

动，注意力很难集中。但陆老师却有很多方法去吸引孩子，只是用一个眼神、一个手势、一句

鼓励，就能四两拨千斤地让孩子安静下来，专心听讲，积极发言，实在是让人佩服。         

每天的学习都有一份惊喜，一点收获，我开始期待明天的精彩了。 

云天一片阅秋色，相山脚下听秋声 

宣州区水阳小学  陈小明 

个性喜欢追忆历史，故虽生在江南，可一直向往着云天一片的北方，尤其向往北方的大学

校园，想象着北方大学校园如诗如画的秋的模样。 

喜欢校园秋风起。碧云天，黄叶地，想象着回到童年，少年，把校园的片片落叶，当成金

色的蝴蝶，抛洒又捡起，仔细端详，选一枚最美的落叶夹在课本里，联想一叶知秋，似乎就圆

了大学梦。 

喜欢校园秋雨落。想象着在北方的校园里，任秋雨如珍珠飞洒，伴着书墨馨香，让书生意

气，书生情怀，尽情飘洒。多么惬意，多么满足，此生无憾。 

喜欢校园秋菊开。想象着，窗台上，长廊里，菊花盛开，我也能，伴东篱，诗意长。 

如此秋意，终于如愿。2019年11月12日有幸走入淮北师大，参加国培省小语2班培训。培训

一天多来，感慨万千，可谓云天一片阅秋色，相山脚下听秋声。 

一、开班典礼，别出心裁 

开班典礼，没有冗长的领导讲话，只是淮北人文历史的简介，师大发展的变迁，顿时让我

对北方的淮北感到厚重、敬畏，可又那么亲近、亲切。 

认识老乡，可谓切准学员心理。组组争先，想躲躲不了，牵动人人心，紧张又不失活泼。 

小组主持，人人参与，学员是学习的主人，培训收获满满，应是意料之中。 

二、诗意课堂，简约而不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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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延栋老师的《故事三首》教学，课堂简约，可不简单。 

新课导入，一首《满江红》的深情朗读，震撼人心，学生爱国情，油然而生。整体切入，

披情入境，深入而又浅出，教学设计创新高效。学生读诗，找诗，悟诗，满堂语文，满堂书声，

满堂诗意。少了花拳绣脚，却是招招生风。简约而不简单！我想每个人都会由衷感叹。  

迎着晨曦，踏着月色。忙碌而充盈的一天已融入昨天的秋色，相山脚下， 聆听秋声。问渠

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是我们每个学员每天的心声。 

小组学习心得 

 “国培”是一盏明灯，指引了我们教学的航向；“国培”是一方沃土，我们在沃土中茁壮

成长;“国培”是教师的加油站，给我们补了元气,添了灵气，去了娇气,焕发出无限生机。总之，

我们将会把培训中学到的新理念、新方法运用到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吸取专家的精华，反思自己

的教学行为，使自己的教学水平和教学能力更上一一个台阶。 

   

 

 

 

 

 

 

 

 

 

 

 

 

 

 

 

 

 

 

 

报送：教育部项目办、省教育厅项目办、 省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中心、校领导 
 

抄送：各有关部门、有关学院、校“国培计划”执行团队成员、教学督导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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