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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举办“国培计划（2021）”--河南省农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目 

省级骨干教师初中语文班开班典礼 

    2021年10月12日，由淮北师范大学承办的 “国培计划（2021）”——

河南省农村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培训项

目省级骨干教师初中语文班开班典礼

在镇江举行。开班典礼由班主任赵秀

莲老师的主持，淮北师范大学继续教

育学院副院长吴姜作了热情洋溢的开

班致辞。吴姜院长介绍了淮北师范大

学的历史和现状，培训选址镇江的原

因，江苏省浓厚文化氛围和先进教育 

现状，并对本次参加培训的学员提出了要求和期望。 

 最后学员代表陈庆恩老师代表学员进行了精彩的发言。 

 



  

 

 

 

10月12日上午，江苏省特级教师，教育部考试中心教师资格考试标准研制

专家，教育部中小学校长、教师“国培计划”培训专家，教育部中小学名校长

领航工程江苏基地首席专家，江苏省教育厅教师教育指导委员会委员严华银老

师为学员们做了《理性教育：教师何为？》专题讲座。 

严老师由中央人才会议谈起，并与学员一同讨论具体事例。学员们积极参

与，热烈讨论，共同剖

析了教师自身理性缺失

的问题及如何解决。 

第一，教师要立意

高远：确立正确的价值

观引领理性人格健康发

展。 

第二，做富于理性

精神的人：认识全面，

对于人、事或物能够从多个方面去了解再总结；分析详尽，绝不偏听偏信，轻

易判断；后果预知，它是根据从感性的多个方面进行了解和总结，并换位的客

观分析、判断、推理的结果，心理稳健，有自信与勇气，冷静谨慎、泰山崩于

前而面不改色；品格坚定，富于独立自主、勇敢担当的人格。 

第三，做理性教育:在现有学校教育系统中，有意识地通过学校文化建设、

课程改造、教学变革，引领学习者发展理性思维、理性精神和理性人格的教育，

就是理性教育。理性地做教育，做富于理性的教育，培养学生的理性精神和人

格。 

最后严老师与大家共勉：你怎样，中国就怎样；你今天怎样，未来就怎样！

往小处说，作为父母，你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和品质，你就有怎样的孩子和家庭；

作为教师，你的思维品质和方式怎样，你就有怎样的学生和他们的明天，进而

也就有怎样的中国和未来！ 



  

10月12日下午，严华银老师做了《读写关系与读写教学》专题讲座。严老

师由钱理群的语文观谈起，语文教学就是抓听、说、读、写。生活中最重要的

是阅读，而阅读最重要的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实用作品。接着，钱老师又给我

们分享读写分设观，读写互动观两种读写新概念。通过对《谈骨气》《藤野先

生》《我的叔叔于勒》《竞选州长》等课例的分析谈写作对阅读的促进。 

培养阅读能力，第一，课堂上，师生更多地从“工具”价值的角度从“语”

和“文”的角度、从“知识、技能”和“方法”的角度，来研究文章，研究语

言，研究理解和表达，以实实在在

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和素养。 

第二，让教师和学生回归真正

的语文教、学状态（常识、本真）。

把课堂还给学生。课堂上让学生自

己读教材，自己产生问题，自己质

疑老师在课堂中变“主动”为“被

动”。 

第三，尽洗铅华，尽削冗繁，

让学生始终亲近文本，在对语言的

“亲和”体验中获得母语的滋养，从而学会语言，学会理解和表达。 

第四，课堂中的“细读”和“留白”应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教”也

许恰恰是最好的教。 

严华银教授的批判精神引起了在场的学员们的深入思考。大家多了一个角

度去看待问题，思考问题，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严老师给我们打开了一扇新

的大门，引起了大家的热烈讨论。 

 

 

 

 

 

寻灵动语文之美  悟全景作文之道 



  

 10月13日上午，樊智涛老师的《名著阅读“导评测”探索与实践》讲座，

樊老师是江苏省语文特级教师，

江苏省先锋教师，全国日记写作

与学术研究教学标兵，全国教学

科研先进个人江苏省333高层次人

才培养对象。苏派作文教学研究

中心副主任，江苏省骨干教师培

育站主持人，全国首届百佳教师。 

关于名著阅读导评测探索与

实践，樊老师首先讲了新增名著

的特色。具体新增有以下特色：

红色文化，科技想象，哲学思维。又让老师们学会关注，关注过去、现在与未

来，关注中西方文化的交融，关注自然地球与宇宙，关注现实世界与想象世界。 

接着樊老师又讲读了名著阅读的意义：站在巨人的肩上眺望远方，拓展时

空界限，增长知识，延展未知半径，深谙事理，练达人情世故，陶冶情操，修

养身心品德。 

 对于初中必读的名著，《朝花夕拾》

《西游记》《骆驼祥子》《水浒传》等这

些名著，樊老师以一些具体的试题做讲解，

引领老师们明确名著阅读测试的方向和思

路。接着樊老师又具体讲解了名著阅读的

方法：专题探究法，思维导图法和读书笔

记法。让在场的老师们学会从专题设计入

手，从微点进入，从趣点拔节，从浅点深

入，通过比较探究主题，选择性阅读勾连，

多角度解读人物形象的方法，做好名著阅读测评教学。 

下午，樊老师又给学员讲解了《随文写作教学探索与实》，首先基于作文

教学的10条现状，引起了每一位老师的思考，因为这些都是我们语文老师平时

所忽视的内容。接着樊老师分析了学生作文存在的几大问题。比如：故弄玄虚，



  

立意肤浅，情感做作，描写缺陷，言辞鄙陋，文体不明，审题不当，选材无趣，

素材陈旧…… 

通过分析学生的这些现状，又把学员带入了深思。那么具体原因是什么呢？

从学生层面上讲，他们对生活的漠视，对情感的对话，对学习的倦怠，对词汇

的贫瘠……从教师层面上讲，作文评价标准模糊，作文训练体系混乱，作文评

点流于形式，作品展示方式单一……再从学校层面分析，一是作文教学面临边

缘化的尴尬，二是写作氛围的营造虚无……这三个层面的原因使我们在场每位

老师都陷入了深深的思考，其实不仅有学生教师和学校层面的原因，还有家庭

层面的原因。 

樊老师在老师们困惑之余，指出作

文教学的三阶段，坚持写日记，创造社

团，申报课题。具体的做法有： 

1.单元随文写作训练 

2.读写融通 

3.评价多维立体开放 

4.专家指津搭建平台 

5.做任何事贵在坚持 

樊老师精彩的讲座让我们语文老师

明白，在紧张繁忙的阅读与写作教学过程中，要放慢脚步，坚守语文的本真，

回到研究的原点，循序渐进地去完成“追问——思索——实践——提炼”这一

完整的过程。 

 

 

 

寻悟语文教育走向   建构写作教学之道 



  

10月14日上午，秦晓华老师作了《阅读教学的四个走向》专题讲座。秦晓华

老师是中学高级教师，首批江苏人民教育

家培养对象，江苏省特级教师，江苏省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江苏省“333”人

才培养工程培养对象，全国优秀语文老师，

江苏省人民政府教育督导团专家组成员，

江苏省教育学会常务理事。 

秦老师从一个小游戏开始，调动起了

大家的听课积极性，现场立刻活跃起来。

在小游戏当中，秦老师也告诉我们一个深

刻的道理，那就是：我们的教和学生的学

并不完全一致，我们的教学一定要做到目标明确。 

接着，秦老师分享了30条基于科学的教学。谈到阅读教学之道，语文比数

学更重要，语文是人学。 

秦老师重点谈阅读教学的“四个走向”： 

1.从语文“教学”走向语文“教育”。让学生热爱“语文”而非热爱“课

文”。 

2.从“讲课文”走向“教读法”。语文课的价值不在“知识”，而在“素

养”；不在“全”，而在“得”；不在“教”，而在“学”。 

3.从“文本”走向“人本”。通过“立言”达到“立人”的目的。 

4.从课内走向课外。语文学习的根本路径是坚持阅读和写作。应得法于课

内，得益于课外。 

秦老师用大量实际的例子给

学员分享了阅读教学的关键能力

以及读书的具体方法。 

秦老师既能高屋建瓴从理论

上给大家指出阅读教学的走向，

又能沉下去用大量实际的事例生

动、具体的告诉学员们在自己的教学当中应该怎么做。 



  

最后，秦老师又和大家互动，用27种语气来读一个句子。现场气氛活跃，

学员们参与度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活泼的讲座。一上午的时间在愉快的

氛围中结束，学员们还意犹未尽，纷纷与秦老师交流讨论。大家都表示收获颇

多。 

 

 

 

结束了上午的学习之后，又分小组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大家纷纷交流这几

天的学习心得，表示在长期的一线教学中，能够有时间静下心来思考，通过学

习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用学习到的新理论来指导自己的教学实践。国培计划

给了我们一个学习的空间，成长的空间。 

 

 

 

 

 

 

 

 

 

 

10月14日下午，我们又聆听了秦老师的《从〈中学以上作文教学法〉说开

去》，秦老师首先介绍了梁启超的写作教学观：文章的作用是把自己的想法传

达给别人。然后从记叙文、议论文两个角度，解析了梁启超的作文教授法，要

旨主要有五方面：求应用，明规矩，讲实效，重指导，理思想。另外秦老师又

给大家展示了叶圣陶的作文教学观，看中4个要素：读物，命题，作法，批改。

再结合“当代关于写作教学改革的呼声”以及“初中语文课程标准关于写作教

学的阐述和要求”，摭谈写作教学的理念与实践。 



  

首先，写作的意义是四个字：看见价值。通过梁晓声和刘文典两位名人的

作品让大家明白，写作实践就是要完成

两个方面的写作，第一意象写作，第二

非虚构写作。 

其中意象写作有三个要素，即生活，

对话，基本事件。进行意象写作又要求

学生具有觉察力和表达力。非虚构写作

就是用小说的技法来写真实的故事，这

就需要学生有抽象阶梯，在同题竞争下

最需要的是有进入故事的路径。而故事

都是从一个句子上长出来的，我们可以

利用意象搭建结构。另外，细节决定故事的质感，需要加强人物特写训练。还

需要老师教给学生提高故事高级感的方法，利用分析工具，寻找共情共振点。   

写作的基本功就是记录和沟通，通过秦老师关于作文教学法的讲座，我们

深深明白了写作要让学生尽可能使用意象写作和非虚构写作，尽可能使用名词，

尽量提升自己的语言表达能力，让学生回避一些模糊的词句，而去寻找一些带

有感情的具体意象，从而提高写作能力。 

几位专家老师从不同角度对阅读与写作的关系进行了阐释，讲解很深入很

透彻，观点很新颖且很实用，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对于今后在教学中推广奠

定了很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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