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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师风采 ☆  

                   
11月 14日上午，全国著名特级教师、北京大学附中程翔先生在西安市育才中学

为我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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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教观

摩课并作专题报告，在我院学习的陕西省“基层人才队伍建设援助计划”研修班学

员以及西安铁一中等学校教师代表 150 余人参加本次活动，活动由中国语言文学系

副主任马晓琴教授主持。 

在题为“写作构思指导”的教学观摩课

中，程翔老师以初中教科书中的经典名篇《散

步》为媒介，深入浅出的分析了作文构思的

重要意义，阐述了“拐点——分歧”作为作

文精妙构思的价值，并点评了学生的现场作

文。在专题报告中，程翔老师围绕执教的作

文课，结合自身教学实际梳理了各类文体的

指导思路，并着重介绍了分歧构思、脉络句训练、捕捉动情点、使用联想、分类、

层进等方法，在讲解的过程中不时将自己的“下水文”穿插进来，用鲜活的行动诠

释了抽象的理论。 

用 行 动 诠 释 理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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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翔老师曾经担任过全国青年语文教师专业委员会理事长，在中学语文教学界

颇有影响。在整个活动中，程老师的脸上始终洋溢着微笑，让人觉得可亲可近，充

分展示了名师的大家风范。学员纷纷表示，从程老师身上不仅学习到了知识，更学

到了名师的人格魅力。               （国培计划初中语文学科工作组供稿） 

 

  活活活动动动教教教学学学      快快快乐乐乐学学学习习习       
——听特级教师王雄的讲座有感 

2010 年 12 月 1 日，江苏扬州中学特级教师王雄应邀为我院 “国培计划”——

陕西省农村骨干教师置换脱产研修项目初中历史学科培训班做学术讲座。历史文化

与旅游系主任李岩教授主持报告会，系历史教研室部分教师到会与培训班学员一起

聆听报告。 

在讲座中，他完全打破了传统历史课堂“讲听记”的讲授法的教学模式，而是

设计出由一连串小游戏组成的活动教学课，让学员成为真正的课堂主体。 

王雄老师让大家拿出一张白纸在正面画出自己手型，然后在反面画出各自对自

己过去、现在、与未来感受，以此让大家认识真实的自己，说只有亲身体会或体验

过的东西才会引起共鸣。通过这一游戏让大家理解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塔格拉的“人

是万物的尺度”和苏哥拉底的“认识你自己”。启迪学员的多元思维。 

王老师结合教学内容“理解民主制度”设计了“兔子与白菜的游戏”，通过培

训学员轮流扮演监督者和被监督者，让学员谈作为监督者感受如何，作为被监督者

又是何感受？进而引导大家理解英美等国的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关系。 

最后进行的“三组抢凳子游戏”，把活动教学课推向了高潮。各组学员之间通

过激烈的抢夺，发现根本无法完成任务时，最后大家协商解决，各自圆满完成任务，

进而引导大家总结出武力不能解决问题，和平的实现需要政治协商，比如中东问题

的最终解决。 

王老师巧妙地把要传授的知识融入一个个游戏之中，使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游戏

中学到知识、理解历史。这种新颖别致、快乐有效的教学方法，的确令我们耳目一

新。通过这一活动课，学员之间的距离缩短了，加强了相互的交流与沟通，营造出

和谐愉快的学习氛围。 

                                 （国培计划初中历史学科工作组  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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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看看．．．．    乐乐想想．．．．    争争说说．．．．  
——听孙淑惠教师讲课有感  

 

                          

 

 

 

 

12 月 3 日上午，我们如期来到了西安市第十六中学观摩教学。说实

话，开始时我对于此类的示范课、观摩课期待值不是太高，担心华而不

实、哗众取宠、表演成分过多等等。 

9 点 15 分，学生有序走进教室坐定，孙淑惠老师自如地走近学生，

开始了她与学生 45 分钟的交流与合作。不曾想啊，这会是一节原生态的

地理课，更心喜它竟不时敲打震撼着我的灵魂。在这儿，我不想说她的

教学准备，不想说她如何开发利用教材，更不想说她的课堂设计，素材、

资源等等，我单单想说的是她与学生交流与沟通的技能。她像姐姐般清

新火热的语言，像妈妈般温柔关爱的语言，像学者般精准理性的语言时

时打动着学生的心灵，使学生和“姐姐”在一幅幅精选的图片中观察，

牢牢黏住“妈妈”一起思考，到后来每个学生不吐不快，不说不行，最

后我们看到的是“学者”引导他们在求职的海洋中扬帆起航，快乐着，

学习着。下课了，可情境未消失，师生包括听者都意犹未尽，孙淑惠老

师在学生面前那种种眼神，那丰富的表情在我脑海里激荡…… 

当然，每节课都不可能是完美的，但我们需要学习的是这种令人神

往的课堂教学情境，使学生真正进入到自主学习状态，想学，爱学，乐

学，地理素养必会随之提升。 

谢谢领导和相关组织者给我们提供这样一次机会！回来的路上，我

们在思考：我们缺少什么？我们须怎样？ 

                                                                                           (国培计划初中地理班学员  左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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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 培培 学学 习习 心心 得得   
 

☆研修感悟 ☆   

 

 

 

有幸参加 2010 年国培，这是一次很好的提升机会，它让我既能倾心

聆听专家学者们的精辟言论，又能静下心来结合讲座反思自己的教学。 

短短的几周学习，不仅带给我全新的教育理念，还有情感的熏陶，

精神上的享受，心灵的震撼及思维火花的碰撞。其中，让我感触最深的

是：独特的作文教学方法。 

作文教学是整个语文教学的“半壁江山”，它直接影响着学生的语

文成绩。然而，提起作文教学 ，老师是颇费苦心，而学生的反应则令人

失望。学生往往苦于不会构思，无材料可写。导致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

有二：1、教师没有真正尊重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没有给学生营造一个

良好的写作氛围。2、作文教学指导方法欠缺。 

回顾自己以往的教学，真是惭愧！程翔老师的作文指导课，使自己

受益匪浅。其一，他的课堂真正地体现了学生学习的主体地位，老师与

学生平等地进行互动交流，学生在一种愉悦的氛围中自觉地去写作。其

二，他指导学生构思的方法值得称道。如：“分歧”构思法、脉络句训

练法、善于捕捉自己的动情点等等。他在指导学生用“分歧”构思法写

记叙文时，他先让学生反复地诵读文章，从诵读中体悟文章包含的情感，

再引导学生分析作者是怎样将这种情感体现出来的，这就找出了文章的

“拐点”，也就是找到了作者的写作构思。这种层层深入，循循善诱的

指导方法很巧妙且使学生容易掌握。可以说，它对自己以后的记叙文写

作教学开启了一盏明灯。 

总之，国培不仅拓宽了我的视野，丰富了我的实践经验，更让我的

思想得到升华。相信，在今后的学习中将会有更多的收获。我定会更加

努力学习，为农村的教育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国培初中语文班彬县永乐中学  郭爱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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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进语文教学新天地 
-------国培计划初中语文研修心得 

 

    浅浅析析活活动动教教学学在在历历史史教教学学中中的的影影响响  

    在新课程教学中，为了转变学生的学习方式，激发学生自主学习的

热点兴趣，许多教师都在教学实践中，寻求探索着有效的教学方法、手

段。以江苏扬州中学的历史教授王雄来说，他就博取各方教学之长，整

合出历史“教学活动课”，大大丰富课堂教学方法、手段的内容，冲击

了传统的“讲、听、记”，历史教学思想和教学理念，启迪了历史教师

教学方法的多元思维，开阔了历史教师的视野，坚定了历史教师对课程

改革的信心，为新课程进行有效教学，探索出新的方向和途径。 

    同时，“活动教学法”更适用、更符合中学生的心理特点和生理特

点，不仅激发了学生参与的热情，也调动了学生的学习积极性，让学生

在实践或活动中，感悟事物发展。使他们有了参与、体验和感受，也启

迪了学生的多元思维，从而让学生成为真正的课堂主体，达到了新课程

的教育、教学目标。因此，“活动教学法”在新课程教学中的优势和优

点，不言而喻。 

但是，从王教授创设的“活动教学”中我也感到了一些问题：如何

设计一些可操作的、实用的、有效的活动；什么样的活动符合我们当节

课的教学内容；活动能否按照我们预设的进行；活动中什么样的问题能

将活动本身和教学内容有机的联系起来，从而达到我们的预期目标。这

可能也是我们大多普通历史教师的困惑，也是“活动教学”的难度所在。

但这种教学理念和教学思维值得我们借鉴和追求的。 

                      (国培计划初中历史班 王海绒) 

 

 

 
 

参加国培计划研修以来，感触颇多。虽然对专家、名师的理念还不

能完全把握，但总体感受是耳目一新，我们走进了语文教学的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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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修 的 乐 趣  
 

教语文虽然已有六年时间，平时也在接受课改的新理念，但课堂教

学依然摆脱不了传统的教学模式，有时的示范课也只是为了应付差事，

不能真正做到有效教学，课堂教学效率低，对教语文这门学科也产生了

职业倦怠。 

这次能有幸参加国培计划研修是我们的一大机遇，培训学校给我们

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配备了一流的师资。采用专家授课，名师观摩等多

种方式，使我们从语文教育理论、心理学的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认识到

了我们今后在语文课程教学方面应努力的方向。虽然从教师到学员，身

份的变化带来了众多的不适应，要按学生的要求来约束自己，每天要认

真学习 6 小时。但心中有梦，累也不苦。我们在交流中都有一个体会，

这次研修很值得，开拓了视野，感悟到了语文教学天地的博大。在以后

的研修学习中我还要联系自己的教学实际认真反思，如何把我们学到的

新理念应用到教学中去，与学生一起去采撷语文天地中那美丽的花朵。 

        (国培初中语文班 陕西永寿县蒿店中学 严百灵) 

 

 

 

为了进一步提高国培地理班学员的野外实践能力，2010 年 12 月 2 日，

陕西教育学院国培地理班学员赴秦岭进行了为期 1 天的野外考察和调

研。系主任葛公文老师、班主任石丽娟老师及任海刚、邢兰芹老师在整

个考察过程中给予了全面、细致、深入的指导。本次考察是提高地理教

学质量的一个难得的机会，为地理教师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提升

了中学地理教师的地学研究能力，更重要的是开阔了大家的眼界，对一

个月紧张的学习是一个调节，加强了老师们的交流，促进身心健康发展，

让大家感受到了研修的乐趣。 

参加这次研修的教师大多数都来自农村学校，平日在学校的工作都

是紧张而忙碌的，很难体验到工作的乐趣。好不容易有了一次在省城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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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脱产研修的机会，大家都好高兴呀。可是一月多时间天天坐在教室里

听课，又感到挺累挺压抑的，大家都渴望着能走出去开阔视野增长见识。 

外出旅游也是一种学习，而且能学到在教室里学不到的东西。之前

我们区教育局组织各校业务副校长去河南学习考察，并游览了龙门石窟、

卧龙岗等景点。在嵩山少林寺，我们局长感慨道：“这儿处处有文化，

咱们搞校园文化建设，就应该多学习借鉴。”确实理论学的再多不如亲

身实践，如何搞好校园文化建设，怎样大胆实施课程改革，学习人家的

先进管理经验，参观之后大家都领会了。正如教育学院组织的这次地理

野外考察，出来转了一天，看了长江水系和黄河水系的分水岭，不同高

度植被的不同及气温的变化，实地分析了土壤剖面，学到了很多知识，

更体验到了大自然的美，陶冶了情操，让学员真正感受到了研修的乐趣。 

                            (国培初中地理班   张小龙) 

☆学员风采 ☆ 

                      
     

 

秦岭的魅力在穿越秦岭之前就早有耳闻。秦岭作为古代中国的一个天然屏障，

没有多少人或者军队能够轻易穿越，所以在我心中，秦岭一直充满了神秘奇幻的色

彩，它如同一个巨大的磁吸引，吸引着我的幻想。这次的终于有机会一览秦岭的风

姿。沿着蜿蜒盘旋公路，沿途我被秦岭的自然风光、风土人情深深打动。回来后一

直想写一点东西，但是，总觉得想说的话很多，可又无从下笔，总觉得写不出那种

心灵深处的震撼。可是，说出这种震撼的冲动又无时不在。下面这些文字虽然不能

表达自己的全部感受，但我还是愿意和大家一起分享。 

车一进入莽莽苍苍的秦岭山脉，突然觉得眼睛不够用了，山势嵯峨，奇峰指天，

绵延不绝，有的如狮虎雄踞，有的如欲飞的雄鹰，有的如金字塔孤傲冷峻……“横

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名句情不自禁闪现于我的脑海。 

绵延千里的秦岭山脉，横卧在陕西，是我国南北气候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岭北，

是著名的黄河水系，而秦岭南麓，却为长江水系。一岭横断南北，造就了一方奇山

秀水。北方的雄浑大气，南方的秀柔温软。在大自然的鬼斧神工下体现得是那样的

触    摸    秦    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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淋漓尽致。亲眼见到了这条线两边景观的差异，它的神秘在我面前一点一点的显露。

秦岭是上帝赐予人类的最好礼物。我觉得秦岭实在是山中的汉子，它的苍茫磅礴，

雄浑大气，阔人胸襟。它的平和伟岸，雄浑朴质，熏人品质。宛如我们民族的精神

血脉，这已然超出了山的内涵。 

最让我回味的秦岭之云。云相依，岭云相恋，云山妖娆，云岭灵动，让你感受

造化之美、自然之美。秦岭用它的水验证了“山水相依，山有多高，水就有多高”

的道理。一路上我见到的总是山护着水，水绕着山，路依水而筑，山、水、路成了

尘世间的精、气、神，山魂交融着水魄，山路镶嵌在山魂水魄之间，浑然天成，难

以分别。这是天地造化之奇，也是人类智慧之美。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有那么一些地方是一种无文字的文化，是一种无

课本的教育，是一种无声息的影响，一旦渗透进你的生命和血液，将顽强地影响你

的意识，直至你的生命结束……”秦岭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犹如一位静坐的、大

智若愚的禅者，深沉而智慧，它在浩淼无垠的静默中给你以人生的启迪！ 

返回的途中，一路上我在想，古道上弯弯曲曲的小路，悬挂于山崖的栈道，那

些从石缝中绽出的不知名篙草不知已与她相伴了多少个春秋，昔日马帮的欢声笑语

和疲惫曾经溢满这条小径，可如今，能与之朝夕相处的除了偶而路过的牧人就是数

不尽的风霜雪雨了，而过去的马帮和过客早已成为记忆中那或明或暗的印记。 

出秦岭到达西安，回首，逶迤的山云蒸霞蔚，宛若朦胧的美少女，而展现在眼

前的，是一望无际的开阔……                （国培初中物理班  魏富亮） 

  ““国国培培计计划划””教教改改新新乐乐章章      
 “国培计划”是春风阵阵，润物无声，把大地染绿，使山河朗润。教改的航帆，

从这里远洋，教改的蓝图，在这里起升！ 

 “国培计划”是灿烂阳光，普照大地，迎来教改时一道彩虹，激起教改的勃勃

生机，是绽放的烂漫山花，是雨后白云飘散的天际！ 

“国培计划”是晨曦彩霞，清风缓缓，把乡村唤醒。他们便从那里走来，接受

课改理念的培训，聆听专家课标的解读，感悟人民教师肩负的责任！ 

 “国培计划”是沥沥春雨，复苏万物，催人深思，民族的崛起在教育，教育的

振兴在教师，百年树人，教育奠基，我们知道了“做一个有追求的教师神圣”！ 

 “国培计划”是党的召唤，教改之魂，基础教育的勃兴，民族素质的提升，是

我们面向世界的课题。科学技术的发展，五千年历史文化的弘扬，需要万万千千拓

荒者，在教育者片园地上辛勤耕耘，奉献忠诚！ 

     (国培初中历史班  邓时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