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转眼，研修学习已一月有余。在这寒冷的冬季，“国培”使我们

相聚，彼此间增添了几分暖意。研修、学习，慢慢欣赏，细细品味，

如掀开一页页书籍，大家收获的不仅仅是专家们带给我们的教育智

慧，还有深深的思索…… 

教育部 财政部“国培计划” 

陕西省农村骨干教师置换脱产研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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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班组推荐 ☆ 

苏立康教授畅谈语文教师专业发展 

11月 13日上午，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原

北京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苏立康教授应邀为“国培计划——陕西省初中

语文学科农村骨干教师置换脱产研修班”学员作了题为《语文学科教学

知识和教师专业发展》的专题报告，报告会由中国语言文学系党总支书

记仵录让主持。 

苏立康教授详细介绍了语文学科教学知识的内涵与外延，指出这一

概念的提出，极大地丰富了语文教师专业素养的内在意蕴，使人们更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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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立体的理解教师专业发展的理论基础与实现途径。在全面反思我国

当下语文教学的现状以后，苏老师指出了实现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深

入研读文本；实行差异教学；更新知识结构。整个报告过程中，苏教授

结合具体的教学案例，将深奥的理论生动的呈现在学员面前，不时赢得

阵阵掌声。 

苏立康老师是我国中学语文教学界的老前辈，为人谦和、务实，既

有中学一线从教的体会，又有多年从事高校语文教学论工作的经历，目

前还担任着教育部中小学教师继续教育教材评审的工作，对语文教师专

业发展研究有深刻的体察。讲座过程中她将枯燥的理论知识娓娓道来，

令学员受益匪浅。报告休息间隙，对学员签名、合影的要求她一一满足，

大家风范展示的淋漓尽致。 

(初中语文培训班工作组) 

☆ 培训感悟 ☆ 

 

书画艺术是我们中华的三大国粹之一，尤其是书法艺术更是为汉字

所独有，这使它在世界各民族语言文字中独具魅力。作为一名语文教师，

天天都要与汉字打交道，因此掌握一定的书法艺术鉴赏方法和技巧，也

是应当具备的基本素养之一。我对于这一方面的认识，在余老师的这节

报告中，得到了加深。在这里，我想就余老师所讲的一些重点知识作以

整理，并谈谈自己的一点体会。 

学习书法鉴赏 提升自身修养 

——听取余志海老师“中国书法艺术浅谈”报告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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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老师在报告中首先提到：人有三种生活——物质生活、精神生活、

宗教生活。人所追求的东西，就是人所显示出来的本质。诚然，作为“宇

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的人类，自是不同于普通动物，我们所追求的

不应当仅仅只是物质层面的东西，更应当去探究和发掘精神世界中的奥

秘。科学能使我们认识客观世界，而艺术能使我们认识精神世界，也能

把握我们的灵魂。正是在艺术活动中，我们完成了对自我本性的审视，

加深了对自我本质的理解。这是一种彻底的、精神性质的回归，让我们

看到了人类智慧的高贵，看到了人类创造力的伟大。人们总是习惯将教

师看作是社会的良心，这对从事这一职业的我们既是一种肯定，也是一

种鞭策。所以，我们应以更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以使自身适应这一崇

高的定位。我们应该在书法艺术鉴赏方面，加强学习，提升素养。 

在读古代诗歌中，我们都知道要掌握的一条重要原则就是“知人论

世”，这也同样适用于书法艺术鉴赏活动。“二王”父子生活优裕，其

作品飘逸灵秀的风格自是这种生活的写照。颜真卿性情刚烈，这种风骨

在他的作品中也显露无遗。我想，这也许正是中国人常讲的“字如其人”

说法的依据吧。作为一名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写得一手好字，也是

应有的基本功。试想，如果向学生展示一手好字，必然会增强他们的向

师性，这对以后教学工作的开展肯定是大有益处的。所以，教师应当练

出一手好字。 

在这个功利主义大行其道的时代，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浮躁与诱惑的

社会，我们教师要守护精神世界的一方净土，真正无愧于“社会的良心”

的称号，只有静下心来，认真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去。那么，怎样才能

守住内心的那份宁静呢？在这节报告中，我找到了一种很好的答案，那

就是，练习书法吧，这是修身养性的最好方式之一。 

—— 语文班学员  富县直罗中学  罗世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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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我们有幸聆听了王越群教授关于中学历史教师教育教学研究

的讲座，王教授旁征博引、引经据典，其渊博的学识，谆谆的教诲深深

地打动了我，使我受益匪浅，感悟颇多，对教育教学研究有了新的认识： 

一、深切感受到了历史教师从事教育教学研究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从客观方面来说，这是新课程改革大背景的客观要求，是“国家中长期

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对未来教师的要求，也是我省基础教育发展

的客观要求；从主观方面来说，这是提高教师业务水平，也是职业上升

与走向名师的重要方式之一。 

二、解了陕西省基础教育教学研究的八大领域，为今后从事教研指

明了方向。除课题研究报告和教育研究专著对我们相对较难外，其他领

域如：科研论文、教学设计、教育叙事、教学案例、调查报告，并不神

秘，对我们一线教师来说，只要勤于思考，善于总结，是很容易写成的。 

三、掌握了一定的教科研论文写作方法和注意事项。具体说来，要

做到：1、明确文章的篇幅和字数；2、清楚文章的基本结构；3、寻觅可

以行动的选题，选择客观上有价值的问题，选择主观上有利于开展研究

的问题；4、掌握论文的写作资料。这都是论文写作很好的方法指导，对

于我们从事教研论文的写作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但“光说不练，等于白

干”，要写出高质量的教科研论文，我们还要不断学习，勤于练笔。 

总之，随着教育改革的不断推进，社会对教师要求也越来越高，教

师不仅是教育教学的实施者和组织者，更应该成为一名教育教学的研究

者，这就需要我们不断地学习，善于思考，勤于练笔，努力向一名研究

性教师转变。 

——初中历史班学员 刘彬 

做一个研究型教师 
——听王越群教授讲座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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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来省教院参加培训的通知，我着实犹豫再三，但在同事们对我

犹如高考中榜一样的祝贺和羡慕声中，我还是踏上了来教院的路。 

来到教院，一切都很陌生，校舍简约而干净，设施简单而温馨，老

师年轻有热情，尽管还有一些不尽人意，但吃喝拉撒睡样样安排妥当，

我真有受到特殊礼遇——家的感觉。自从第一天进入校园，我就用心感

受着这里，也喜欢上这里。一月余，更让我喜欢这里的自然是我们的培

训了。随着我们从教师到学生角色的转换，我们的心理压力少了许多。

每天课程安排的非常紧凑，我们每天感觉生活得很充实、很丰富，这是

我从事农村中学教育工作 10余年以来，久违的一种感觉，一种享受。 

又一次成为学生，聆听教授们精彩的讲授，我们再次感受到了知识

的精彩与博大，感受到教与学之间的给予与追求，以学生的身份体悟教

授们的传道、授业、解惑过程中的技巧与艺术，体悟学生们对老师的所

需、所盼与所求，在“学”中反思自己在“教”中的不足，这对我进一

步改进教学大有裨益。这是培训的魅力所在，也是我们的渴望所在。这

使我更加喜欢这里的最主要的缘由。 

最使我感受深刻的是，11月份学院聘请华东师大教授郑桂华来院进

行示范课《散步》、写作教学和所作的学术报告，让我进一步领悟到“学

然后知不足”的深刻内涵。一是她对学生的称谓是亲切的、和善的，没

有距离感；二是重视对学生的引导，没有一味地自我展现；三是课堂语

言张弛有度，富有魅力，艺术性强；四是善于鼓励学生，评价学生民主、

平等、亲切。正是这些细节处理的独到，有艺术，因而产生的效果是课

堂气氛活跃，感染力强，学生接受新内容快，老师教学轻松，真正做到

国  培  随  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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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以学生为主体，教师点拨引路”的作用，效果斐然。这正是我们现

在在实际教学中所孜孜以求的“有效教学”要取得的目标和实效，也是

我在实际教学中极度欠缺的方面。但愿学院在这有限的培训期内，能多

组织几次这样的示范教学和讲座。 

如今，培训一月有余，自己深感这样的培训机会难得，因为这将是

我们实际教学知识的一次再积累，教学能力的一次大提高，教学艺术的

一次再提升，我们都很珍惜这次再学习的机会，因为我们都怀着在教学

上有所作为的理想与目标，我们的渴望将会在这里得到一定的满足。 

                         —— 国培计划语文班   文冰莉 

 

——  旬邑县太村中学   文冰莉 

                                                             

 

时间轮回，参加“国培计划”初中地理学科的研修学习，又使我来学

校当学生了。从陕南初来一切都那么不习惯，住着学生宿舍独有的架子

床、排队打饭、刷卡打水，一切的一切让我感觉又回到了学生时代。学

生是辛苦的，然而学生也是幸福的，我们在平日紧张繁忙的工作中有这

样一次学习研修的机会的确不易，的确难得，利用此次机会拓展自己专

业知识，增强自己专业技能，提升自己专业修养是幸福的。在这样一个

有着浓郁学习氛围的学院中学习使我的心渐渐静下了。 

目前，学习过程在学院领导精心安排下有序有效的进行着。期间无论

是学院内教师、还是外聘教师，又不管是地理专业知识讲授，还是地理

教学技能方法传授，都让我感觉那么贴近工作，既是理论指导，又有可

操作性，包括转变观念，教什么的问题，怎么教的问题，如怎样落实课

程标准，学习对学生生活有用的，并对其终身发展有用的地理，培养学

以“国培计划”为契机，迈地理教学新步伐 

---有感于地理学科研修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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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的地理学科素养、意识等等都受益匪浅。特别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的

讲座，让我体会到了什么才是广博的知识储备，什么才是一个地理教师

的国际视野，怎样才是一位合格的地理教师，更让我真正领略到了教授

的风采。 

当然，短短的研修学习可算刚刚开始，给我们的震撼也是刚刚起步。

期待着，后期更丰富多样的学习形式！更精彩更有效的学习内容！ 

——国培计划地理班学员  曹春艳 

☆ 培训心得 ☆ 

     初中地理国培班已开班一个有余，有幸倾听了众多专家和学者的精

彩讲解，感触颇多.以前,总觉得期末考试的时候，学生考个好成绩就意

味着自己教学任务的圆满完成,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家长，对得起学校，

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了。培训期间，好几位学者一再强调教师的职责不仅

是教书，还有育人。并且列举了很多鲜活的事例，静下心来想想，自己

以前的工作关注太多的是学科的教学，完全忽视了学生鲜活个体的存在，

等于只完成了一小部分的工作任务，充其量算一个教书的匠人。百度百

科这样解释教书育人:“教书育人”是指教师关心爱护学生，在传授专业

知识的同时，以自身的道德行为和魅力，言传身教，引导学生寻找自己

生命的意义，实现人生应有的价值追求，塑造自身完美的人格。细细一

想,教育最根本的目标是教会学生热爱生命，珍惜生命，学会尊重和欣赏

生命。可在现实的教育环境中，教书容易育人难。泰戈尔说：“教育的

目的是应当向人类传送生命的气息。”怎样才能让学习即学到了知识,

又能懂得生命的意义？作为一线教师，如何在自己的学科领域内适时而

且无痕地渗透生命教育这将是任重而道远的任务。也许，我们可以从改

善与学生的对话方式开始，也许我们可以从改善与学生的交往方式开始，

也许，我们可以从培训回去的第一节课开始,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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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地理班学员 范小艳 

11月 15日，听过相艳教授的讲座《历史教学与课改的新理念》之

后，回顾自己多年的教学之路，感触颇深。新课改提出“自主、合作、

探究”的学习方式，强调课堂教学要体现“学生的主体性”等理念，作

为全新的教学理念，新课改不仅改变学生的学习方式，而且改变教师的

教学模式。由于新课改的诸多理念最终要通过教师的课堂教学行为得以

实现。可见，教师是推进新课改的最关键性因素。中学历史教师怎样才

能使自己的教学行为，教学理念不断更新，符合新课改的要求？我想就

此浅谈一点体会： 

一、强化学习、更新理念。不断改革传统的教学方式，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和创造精神。认真全面地学习课程标准，研究每一章节的三维

目标，面向全体学生，注重因材施教。在教学中，结合具体的学习内容，

安排相应的体验，探究活动，激发学生学习历史的兴趣，培养学生的实

践能力和创新精神。 

二、以学生为本，有效地整合课程资源。培养学生的人文素养。在

教学中，根据教材的具体内容和学生的具体实际情况创造性的使用教材，

调整教学内容，有效地使用其他学科的知识，调整教法、补充，穿插其

他方面的知识，以利于操作教学内容。便于学生的学习，在课堂上引导

学生进行对知识的探究，知识技能的掌握，学习方法的指导，结合具体

内容联系实际进行情感的熏陶培养。 

三、立足课堂，把课改新理念融入到日常的教学具体过程中去。在

日常教学中，我们不断地学习新课改的相关知识，吸取名家之长处，不

断地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思维方式，关注学生的发展，变“要我改”为

“我要改”，并为之付诸于日常的历史教学实践中。 

——国培计划历史班学员 殷新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