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河南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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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简 报 
2021年第 4 期 

   淮北师范大学  2021年10月23日 
 

 

 

化难为易 

10月21日今天是来镇江市实验中学跟岗实习第二天，我们听了两节最

难教的课。第一节课是姚晓欢老师的作文课《写人要抓住特点》。作文课

一向是老师们最头疼的课，但姚老师却把这个难题变得简单，妙趣横生。

她一开始用寻人启事的方式猜人物，一下子激发了学生们的兴趣，接着举

了文学作品里的例子，然后用开红包获锦囊的方式，告诉了学生们写作人

物的方法，水到渠成。姚老师把困难分解，由对典型人物的语言、动作、

神态等几十字的说话练习到加入事件的200字左右的片段练习，再到最后

的篇章练习，这样步步升格，既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又让枯燥的作文课堂

变得轻松而愉快。结语“打开课本读经典，跟着名家学经验”意味深长。

用镇江老师“稳而不俗、润而不肥，如乘骏马，进退自如”的点评来形容

姚老师的课恰到好处。 



 

姚晓欢老师在授课 

第二节课是王婧老师的《<艾青诗选>悟读课》，整本书的阅读难教是

老师普遍公认的，但姚老师上出了特色，不得不让人佩服。她的这节课我

更多的认为是一节展示课，她让学生选择性的阅读，找出自己喜欢的诗，

读出情味和意蕴。然后给自己组的诗集起名字，并说明理由，还要拟写前

言。接着让学生用旁批和总评的方法来评诗，赏析意象，理解内涵，把握

思想感情。并要求学生进行比较阅读，以形成对诗歌鉴赏和创作的观点和

经验。最后运用所选诗歌创作的方法创作诗歌。老师还从语言表达、内容

合理、合作协调三个大的方面制作了一个评分标准，让参与听课的老师们

对六个小组的“悟读”进行评价，看到学生参与度之高，诵读感情之投入，

不得不惊叹王老师对名著教学方法的灵活及本身知识的积淀之深。其实我

们都知道活动课表面很轻松，学生能应运自如，其实那是老师长期方法的

引导，日积月累的坚持和智慧的结晶。我对这节课的评价:只能欣赏，无

法模仿! 

“听王老师的课才知道，原来美也是可以诵读，可以倾听，可以思辨，

可以讲述的”听课老师是这样评价的。 

 



 

最后叶老师根据他们的实践操作，对作文教学主要谈了两点: 

一是学生写作面临的困难； 

二是关于写作教学的几点实践。 

 
今天这两位老师把语文老师最头疼的两种课型具体化、形象化，化难

为易，让我受益匪浅。 

 

  

 

同课异构，异彩纷呈 

10月22号，今天是我们跟岗实习的最后一天。今天讲的是古文《与朱

元思书》，讲课的是镇江的陈丹老师和河南的樊高宇老师，两个老师将同

课异构。陈丹老师先讲，她从读音、节奏、读出的信息和表达的情感入手，



来讲这一课。这是第二课时，陈老师重点围绕读出的信息和表达的情感入

手，以读来促进学生的理解，我觉得这个方法很好，如“从流飘荡，任意

东西”这一句，学生读到了作者的闲适，但怎样把任意东西读出这种感觉

来，学生把握不住，陈老师就引导读的时候可以缓慢些，分开读，一字一

句更能表达这种情感。学生再读的时候感觉就好多了，这样的例子不胜枚

举。陈老师把每段的每句话每个点都让学生进行了分析，这样在关键词、

关键句的语言中感受文字之美，也体会到了作者的情感之美，更能培养学

生鉴赏美的能力。听陈老师的课如潺潺的流水滋润心房。 

 

第二节是樊老师的同课异构。樊老师的课容量很大，从开始的正音、

节奏、疏通文意到内容的把握和情感的表达，一节课安排的很紧凑，但有

条不紊，而且老师的配乐示范阅读很精彩。樊老师基本功扎实，课堂风趣

幽默。两个老师同课异构，异彩纷呈。其实任何一个课堂的精彩呈现，彰

显的都是教师的教学艺术和及教学智慧。 

 

 

 

 

 

 

 

 



 

 

 

 

 

 

 

 

由此，我反思，老师要想上好课，真不是一件简单容易的事。它在

于知识的积累，对文本的细读和深读，主问题的设置和驾驭课堂的能力

和智慧。 

 

 

 

打造精品课堂，追求高质高品 

10月22日，是本次国培跟岗实践的最后一天，来自镇江实验学校的陈

丹老师和国培班的樊高宇老师为大家奉上了两节优质课堂。 

 

 

 

 

 

 

 

 

 

陈丹老师的课堂，以朗读为主线，注重朗读指导，让学生在读中品、

品中读，学生边读边品，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进而理解文章的写法和主

旨，达成目标，实现了“一课一得”的教学理念。樊高宇老师的课堂，以

默读为主线，采用“五读教学法”，结构完整，条理清晰，尤其是樊老师

声情并茂的朗诵和对道家思想的拓展延伸，将课堂推向高潮，也把自己家



乡的地域文化和课文内容进行有机融合。 

两位老师的精彩展示，意在实现“打造精品课堂，追求高质高品”

的先进教学理念，是一场视听的饕餮盛宴。 

 

 

 

 

 

 

 

 

 

 

 

 

 

 

河南省“国培计划（2021）”省级骨干教师提升培训初中语文项目培

训班跟岗研修进入最后阶段。  

 

（校园一角） 



10月23日，镇江天气晴好，我们一行人第二次来到镇江市实验中学。

校园的桂花开的正盛，香气氤氲，清新宜人。 

上午安排的两节课是很有挑战性的写作与名著阅读课。难教、难学是

这两种课型的特点，而镇江市实验中学的这两位老师都出色地完成了教学

任务。 

 

（姚晓欢老师执教《写作抓住人物特点》） 

 

第一节课是姚小欢老师讲授的《写作抓住人物特点》。这位老师以

“寻人启事”的巧妙构思，让学生抓住人物特征猜人物，学习写作人物的

方法，又以开红包的方式分条总结写法，形式新颖，由易到难，由简到繁，

老师妙语连珠，讲评到位，指导有方，学生思维活跃，佳句频现。一堂写

作课上得有声有色，妙趣横生，可谓 “稳而不俗，险而不怪，老而不枯，

润而不肥”。  

 



 

 

（王婧老师和学生共同悟读《艾青诗选》） 

第二节课是《艾青诗选》悟读课，由王婧老师执教。一部《艾青诗选》

在王老师的引领下，学生读得兴味盎然，分析入情入理。分小组朗读诗歌、

品赏诗歌、再创诗歌，最后为《艾青诗选》命名，写前言……真是把一节

名著阅读课上出了大师的级别。“原来美可以诵读，美可以倾听，美可以

思辨，美可以阐述“，听课老师如此评价这节课。该校的教务主任也情不

自禁吟诗一首，表达对《艾青诗选》的解读和对王婧老师的敬佩。 

 

 

 

10月23日下午是教师小组研讨活动，各小组就上午两节课展开讨论，

总结经验，反省自身教学中的不足与问题。 

课堂是不完美的艺术，其追求永无止境，在以后的教学过程中，河南

的老师们决心不断努力探索，向镇江市实验学校的老师看齐，为河南初中

语文教学带来新的活力。 

 



 

 

 

 

 

 

 

 

 

 

 

 

 

 

 

 

 

 

（教师评课议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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