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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大学“国培计划（2013）”

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初中语文教师班

简简 报报

第 1 期

江南大学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 校长教师培训中心 2013 年 10 月 12 日

编者按

2013 年 10 月 10 日上午，由江南大学主办，人文学院、江南大学校长教师培训中心承办

的 “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初中语文教师班”在江南大学隆重开班。来自

江苏、上海、福建、山东、江西等 7个省的 49 位中学教师将在秀美的无锡进行为期十天的研

修。我们将利用这个园地，记录他们在研修过程中的困惑与思考、感悟和收获；见证他们的成

长，分享他们的喜悦。

开班典礼

相约无锡 携手并进

方案解读

课堂回放

语文教学理论的范式研究（绍兴文理学院二级教授 李乾明）

语词的惊异入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潘庆玉）

课堂教学观摩（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桂华）

语文教学的几个根本问题——语文教学的哲学思考（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吴格明）

静悄悄的课堂革命——新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课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终身教授

钟启泉）

蹊径一隅

学员与教师积极互动，生成有效性教学

培训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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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

“国培计划（2013）”初中语文教师班开班典礼隆重举行

10月10日上午，由江南大学人文学院（田家炳教育科学学院）承办的“国培计划（2013）”——一线

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江南大学初中语文教师班开班典礼在我校田家炳楼隆重举行。校党委副书

记、副校长符惠明，人文学院院长陈明选，人文学院党委书记方正泉，副院长田良臣，以及项目专家和来

自全国十四个省市的49位初中语文骨干教师参加了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人文学院院长陈明选教授主持。

校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符惠明致欢迎词，向学员们简要介绍了江南大学的办学特色和学校“国培计划”

项目的开展情况，勉励学员提高认识，转变角色，增强学习的使命感和责任感；静下心来，戒骄戒躁，增

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自觉遵守培训纪律，模范执行培训规定，把此次培训看成是职业生涯的一次历

练，把培训课程当成一次滋润心田的营养大餐，做到多思考、多探讨、多交流、多提问，真正做到学有所

思、思有所得、得有所成，通过培训完善自我，超越自我，为今后的教学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国培专家组代表、人文学院副院长田良臣教授一篇充满诗意的汉语论，字里行间表现出汉语的重要性

和语文教师的重要地位，唤起了大家的共鸣。随后，教师班的学员代表,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中学

张吉龙老师发言，表达了强烈的学习愿望，表示将全力以赴，不虚此行。

陈明选院长希望学员们建立学习发展共同体，分享同行的经验；通过学习，反思自己的不足，提升自

己的水平，并祝愿国培初中语文班圆满完成培训任务，祝愿学员们学有所获。

首席专家吴格明教授对培训方案作了说明。

开班典礼结束后，与会嘉宾和学员合影留念。

相约无锡 携手共进

为了让学员之间尽快熟悉，江南大学“国培计划”初中语文教师班于 10 日上午的开班典礼结束后，

在人文学院 506 举行了“相约无锡，携手共进”的薄冰之旅活动。活动分别由学术班陈平老师主持，

项目组的其他成员也全程参与。

这次开班活动打破了以往“讲-听”式轮流发言的机械样式，采用圆桌式的对话格局，充分发挥学员的

积极性、主动性，以活动游戏的形式让成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识、了解彼此。通过做游戏的方式使

大家对同伴了解地更加深入和具体，这就使得成员从萍水相逢变成命中注定的相遇。经过一系列的游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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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两个班产生了凸显地域特色的“齐鲁青未了”、“江南八钗”，“笑傲江湖”、“等五个小组。他们还纷

纷提出了小组的口号，设计了组标。彰显了他们学习的斗志、精神和理想。

方案解读
10 月 10 日上午，开班典礼结束后，江南大学课程与教学论教授吴格明为初中语文教师班的学员们做了

方案解读，具体讲解了未来十天的培训目标及内容。

吴格明教授在进行方案解读时强调：教师要做有思想的教师，

我们这次的培训旨在提高语文教师自身的教学水平以及语文教学

的技术性水平两个方面。吴教授提到我们的培养目标是培养有教

育理想，有教育激情的教师，市侩成为不了教育家。随后，他谈

到培训的四个方面内容：一.拓展文化视野；二.优化语文教育思

想；三.强化语文教学实践能力；四.提高语文培训水平。

详尽的方案解读后，吴教授就教研员们提出的困惑一一作了回应，此次解读帮助教师理清培训脉络，

有助于学员们在未来十天的培训中制定学习规划，为实现更好的培训效果作了充足的准备。

课堂回放

语文教学理论的范式研究（绍兴文理学院二级教授 李乾明）

10月 10 日下午，绍兴文理学院李乾明教授为初中语文的教师班做
了主题为《语文教学理论的范式研究》的讲座。李教授主要讲了五个

问题，分别为语文教师到底缺的是理论，还是实践；到底什么是理论

主要讲了五个问题，分别为；四代语文教育家创造了什么样的理论；

语文教学理论的范式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如何创造理论。以这五

个方面问题为线索，层层深入，具体分析阐述了对理论内涵的界定与

理解，并为在座的一线教师介绍了若干书籍，为学员们回到岗位后的

继续学习提供了优质的资料库。随后李乾明老师为学员们详尽的介绍

了四代语文教育家及其理论，并一一举例论证，使得学员们头脑中勾划出清晰的语文学科史的结构脉络。

李教授从理论上引领，在实践上以范例，旁征博引，既让大家接触了最前沿学术研究，又给大家最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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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的实践经验，用风趣幽默的语言解答了学员心中对于理论的困惑，使学员受益匪浅。

语词的惊异入口（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潘庆玉）

10月 11日上午，在教研员班开课的同时，山东师范大学
文学院教授、教育学博士潘庆玉为教师班的学员们做了题为《语

词的惊异入口》的讲座。

潘庆玉教授通过生动形象且又贴合实际的小故事引出了主

题，着重阐述了儿童视角与符号世界以及如何消除心灵惊异的

课堂。潘教授强调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对语词惊异力量

的发掘和拓展，语文教学应当打开语词的秘想世界，扣启心灵

的惊异之门，引领儿童去发现生命自由创造的奥秘。

潘教授的这次讲座不但有深度的理论分析，同时密切联系

教学实际，对学员教学中遇到的实际问题提出了切实可行的方法。深入浅出，耐人寻味。

课堂教学观摩（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桂华）

10 月 11 日下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郑桂华在无锡外国

语学校为初中语文教师班的学员们上了一堂生动的教学观摩课，并

在课后与学员们积极互动，场面热烈。

郑桂华老师的《散步》教学，引导学生从字里行间领悟作者的

思想情感。 课后，郑老师向大家阐明了自己的教学思路。首席专家

吴格明教授亲自主持了学员的讨论。学员们积极提问，表达教学中

的困惑和学习的愿望，每一位听课教师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上都受

益匪浅。

语文教学的几个根本问题——语文教学的哲学思考（江南大学语人文学院教授 吴格明）

10 月 12 日上午，初中语文班进行到了集中研修活动的第三天。江南大

学语文课程与教学论教授吴格明为全体学员做了题为《语文教学的几个根本

问题——语文教学的哲学思考》的讲座。这些问题是：形势与内容、具体与

抽象、整体与局部、感性与理性。

吴格明教授结合生动的正反实例阐述了语文的本质，指出在课堂中要减

少课堂预设，坚持学生本位，为学生提供充足开放的空间让学生自主学习，

同时也强调了文本解读的重要性。吴教授的语言幽默风趣，使得整个讲座处

于一种轻松愉快的氛围，他还对学员的教学工作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参与培训的每一位教师都从中获

益良多。

静悄悄的革命——新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课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钟启泉）

10 月 12 日下午，华东师范大学课程与教学系终身教授、博士生导师钟启泉先生在人文学院 209 作了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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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新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课题》的讲座。钟教授首先借助于几则外国教育故事来

描绘当前国际教育发展的图景，论证第八次课程改革对于实现

基础教育学校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的必要性。钟

教授阐明了新课程改革的基本理念和亮点。一是新课程改革的

基本理念：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二是

新课程改革的亮点：化信息为知识，化知识为智慧，化智慧为

德性。钟教授指出：学校教育是通向智慧教育的过程。教育要

教学生学会关心，进而发展学生的智慧，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

钟教授的报告观点鲜明、风趣生动，促使一线教师反思自

己的教育教学之路，思考新课程改革的重要性和迫切性。这有利于帮助学员坚定课程改革的方向，正确认

识和理解改革过程中所遭遇的困惑和难题，从而树立一种新型的课程观、教师观和学生观。

蹊径一隅

学员向郑教师提问请教 郑桂华教授与学员互动

培训感悟

★相遇江大（一）

走进国培

（济南市平阴县实验中学 周立新）

2013 年 10 月 9 日，注定是一个幸福的日子。我们如约而至，打点行囊，来美丽的江南明珠无锡，为了

一个共同的心愿，向往着做一个幸福教师的彼岸……

感谢江南大学师生的热情接待，我们很快就融入了紧张的培训生活。在开班典礼上我们看到了学校精

心安排的紧凑的学习课程，聆听了江南大学领导的谆谆教导，也对 10 天的培训充满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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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过去了，我越来越感受到不虚此行，专家的精彩讲座，为我打开了一扇又一扇美丽的窗，他们鲜

活的案例和丰富的知识内涵及精湛的理论阐述，给了我强烈的感染和深深的理论引领，每一专题都能感受

到思想火花的冲击，进一步认识到了不断更新自己知识结构的必要性。我看到了更为广阔的世界，课堂智

慧的碰撞，激发了我的学习热情，我从来没有如此期盼明天的到来，渴望看到更美的风景。

苏格拉底说过：“没有经过反省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为什么要活，这是一个哲学命题，教师为

什么要“教”，也是每一个清醒的教育工作者无法逾越与回避的本源性问题。对教师而言，能否让我们的

教育人生更有意义，更有价值？能否在日常的探索中，在平凡的岁月里，将平凡的事情做得不再平凡，简

单的事情做得不再简单？

感谢国培，它为我们找到了追求与努力的方向。

正如苏霍姆林斯基说，“如果想让教师的劳动能够给教师带来乐趣，使天天上课不至于变成一种单调

无味的义务，那你就应当引导每一位教师走上从事研究这条幸福的道路上来”。

感谢国培，让我们从业余走向专业，找寻教师的幸福。

一个能体悟到教育幸福的教师，才能给学生幸福的人生、人生的幸福。我们将怀揣教育的梦想，为追

求教好书、育好人的理想，潜心治学，苦心研究，在课堂教学改革中执著地苦苦追寻，寻找着教育人生的

幸福，寻求教师生命的意义。

新的时代呼唤新的教育，新的教育呼唤新的理念。作为新时代的新教师，我们需要的，不单单是基本

的教学功底，而是如何以全新的教育和终身学习理念，为基础教育事业不懈努力，以不断提升的实际本领，

增强直面世界变化的各种挑战的能力，为成长为一个“教育家”型的教师而奋斗，培育一批又一批具有扎

实的文化知识、强烈的爱国精神与创新意识的栋梁之才。

老师们，让我们一起出发！

在学习中共同迎智慧飞扬的日子……

老师们，让我们一起努力！

在学习中感受成长的快乐……

★相遇江大（二）

让语词的秘响萦绕脑际

——听潘庆玉教授讲座和郑桂华教授授课有感

南京第三十九中学 王克定

10 月 11 日上午，山东师大潘庆玉教授为我们做了《语词的惊异入口》的精彩讲座，讲座中，潘教授从

生活经历到自己亲身授课经历再到听别人课之经历，指出所有的文学作品，都离不开这种对语词惊异力量

的发掘和拓展，从而为我们诠释了语文课堂就应当是：打开语词的秘响世界，扣启心灵的惊异之门。

毋庸讳言，语词是有生命的，从卢延让的“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之苦吟，到老杜的“为人性僻

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再到今人名家作文字斟句酌而成就名篇，这些文字佳句妙文不仅有生命而且亘

古长青。而后人从中汲取了太多养分，这其中亦有我们语文老师一份儿功劳——从有语文课始，解读文本

教授知识便成了语文课堂一项重要的任务，从教师自己解读到学生解读再到师生共同解读，仁者见仁智者

见智：有的文本解读令作者欣欣然有喜色，大呼“於我心有戚戚焉”；而有的文本解读估计要让古人从坟堆

里爬起来怒而喝之，这也让语文教育界的大能们忧心不已，而潘教授则从语词惊异的角度，为我们洞开了

一扇门，无论是从儿童的视角与符号世界的令人惊奇，还是消除课堂的心灵惊异，抑或是语文本体哲学思

考的令人惊叹，凡此等等无不在我们听完讲座后，被“唤醒感觉”，我们在和学生一起学习文本时，确乎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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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免割裂文本的整体语境，遵循作者文脉情思的自然发展。

非常巧合，下午在无锡外校，上海师大教授郑桂华老师的一节精彩的展示课，恰好印证了潘庆玉教授

的观点。

我们知道，散文教学重在对语言的欣赏与品味，一篇优美的散文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或敛着）丰富

的情感，或欣喜或哀伤，或轻飏或厚重，或激情澎湃或百转千回。而赏析语言自然就成为解读文本时重要

环节，最直接的就体现在中考试卷上。历年来，各市中考卷中无不充斥着对精彩语句的欣赏的题目，而学

生往往也是百爪挠心，不知所云，于是，教给品味语言的方法尤其是应试方法不一而足，无外乎从字面信

息看到言外之意，而后前后关联进而欣赏或者质疑，虽然方法有些露骨，似乎破坏了优美篇章的美，甚至

割裂了文章的情感脉络，但很无奈因为它很实用，能拿到分，不知道这是语文教育之痛还是语文教育者自

挖坑洞还要自己跳下去之痛——何苦来哉？

郑桂华教授讲授莫怀戚的《散步》一文，从导入到文本解读，尤其强调了对语词的理解，如对家人的

称谓以及称谓排列顺序，如词句的工整；甚至是标点的解读，如首段中几个称谓后用逗号而非顿号等，大

都通过学生自读，然后引导大家得出“责任”之重。应该说，这一课充分体现了语文课工具性与人文性兼

具的特点，既教给学生解读方法，又引导学生领悟散文语言之美语言之力。整节课虽因客观原因偶有瑕疵，

但瑕不掩瑜，实为好课。诚如郑教授所言，能让学生在课堂上得到发展甚至充分发展的课，就是有效课堂，

我想，郑教授这节课确为有效。

★相遇江大（三）

洗尽铅华呈素姿，返璞归真为语文
——观摩郑桂华教授《散步》有感

河北邯郸市第二十三中学 黄海清

当了二十年语文老师，近年来越来越迷惑了。面对课堂上学生花样翻新的活动，面对老师陶醉的自我

表演，面对语文课所谓的“高潮”，面对语文课的种种“热闹”，我迷失在新课堂的繁华中。这样的语文课

能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吗？这样的语文课有语文的味道吗？语文老师应该这样上语文课吗？今天，听了上

海郑桂华教授的《散步》，我心中豁然，终于捕捉到了真语文的感觉。

郑教授在这节课上的大家风范和行云流水般的课堂掌控自不必说，单是郑老师能够引领学生从朴素的

文字中发现语言的内涵，挖掘文本最核心、最深度的价值就值得我们所有语文老师敬仰。这节语文课上，

郑教授不惜时间，用了近二十分钟的时间引领学生领会开头，“我们在田野散步：我，我的母亲，我的妻子

和儿子。”一句，只这一句，郑教授就从对“母亲”的称呼用词，反复强调“我的”，中间逗号的使用等等

不同角度来引导学生品味，让我们不得不惊呼：语言是可以这样品析的！又指导学生用放慢速度有感情地

朗读，请同学安静地反复品味等方法，引导学生深入思考、仔细品味，体会文章主题思想中生命的“庄重”

这一核心词。真是“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学生在郑教授的引领下，既关注到语文课上为“语”、为

“文”的语文课的特质；也体会到了他们这个年龄的孩子并不容易理解的本文的主题思想，即本文既有表

现家庭的和谐、互爱，更表现了作为中年人的责任，还有生命的“庄重”。

程少堂老师曾说过：“语文课是美的，这种美潜伏在语言深处。语文课要上出语文味儿，就要向学生传

递语言深处的美。”字词甚至标点都是极其重要的语文元素，语文味正是从对具体词句的分析与鉴赏中散发

出来。

听了郑教授的这节语文课，也让我深切反思：什么样的语文课才是一节好课？我想：一节好课，首先

是真实的。摒弃一切语文课堂的虚假作秀，真实的学习过程、真实的问题存在、真切的学生能力的提升，

语文课堂因真实而美丽，郑教授的语文课无疑是具备这个特质的。学生初见课文，老师初见学生，一切就

从“初见”开始。其次，一节好语文课堂是关注学生的学情的。如果学生基础一般，我们语文老师不妨多

从语文基础入手，多引导学生分析《散步》一文的第 4段，初春田野的景物，即可品味词语的优美，又可

http://www.yuwen12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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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受生命的美好。但这个班的学生的语文程度非常好，从初读课文后，学生各抒己见谈感受时，学生出人

意料的回答，就可见一般。因而我认为，这样的学情，郑教授把细腻但不容易引人注意的开头作为切入点，

把整齐句式的语言表达效果作为教学重点，是设计合理得当的。第三，一节好语文课堂是有语文生成的。

语文课堂应关注学生语文能力的提升。语文课堂的高潮应是学生对语言和文字顿悟的生成，这个生成也许

是情感的共鸣，让我们拥有更加细腻、柔软的心；也许是美的熏陶，或优美或质朴的语言让我们齿间留香，

回味无穷。郑教授做到了！

时下的一些语文课常常“变了味”，课堂变成舞台，执教者由于在意听课者的反应而不断调整教学方法

与策略。这样，恰恰忽略了对学生的关注。于是，“课堂教学”演变成“课堂表演”。我认为：课堂教学和

舞台表演不同。前者，追求“真”，后者，追求“美”；前者，表现学生学习的过程，后者展示演员排练的

结果。教学不是表演，不能变味，更不能异化。课堂上，要关注的始终是学生，是学生语文素养的提升。

“洗尽铅华呈素姿，返璞归真为语文”，我被郑教授的真语文课迷住了。从这堂真语文课引发零零星星

的真感受，不吐不快。虽人微言轻也愿振臂一呼，呼唤真语文课、真语文人、真学语文、真爱语文！

★ 相遇江大（四）

雪却输梅一段香

——在江南大学参加“2013初中语文国培”有感

辽宁省锦州市实验学校 郭寻梅

“辽宁来的郭寻梅老师被分配到‘江南八钗’组，她是到江南寻找梅花来了！编排在这个小组很合适。”

班主任陈明教授的热情且睿智，让我这位到了不惑之年的学员，激情澎湃，热血沸腾，并暗下决心，一定

不辜负老师的期望，国家的重托。

“2013 国培”安排在秋冬之交，几天的培训下来，我这位来自雪国的辽宁人，心生这样的感慨：“雪却

输梅一段香。”

“最销魂梅花三弄”！

江南大学的环境——梅花一弄四季香

带着激情与新奇，我欣赏江南大学的校园，这个占地 3200 亩的校园，无论站在哪个角度欣赏都是一幅

完美的图画。各种花的香混着青草味徐徐飘来，沁人心脾。“那是什么树？上边开着白色小花，像极了我们

东北初冬的雪花！”我惊喜地问身边福建的学友小刘。她笑着告诉我：“这叫四季桂。”

看到这四季桂，让我有了早上观梅花的感觉：晶莹洁白，幽香阵阵。

江南大学组织者——梅花二弄德馨香

到江南大学的当天晚上，吴教授、班主任等一行 6人，到学员入住各个房间，逐一问候；开班仪式上

江南大学副书记符惠明的致辞，人文学院副院长田良臣博士的讲演，活动中田家炳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陈

明选、培训中心副院长高建尔、江南大学教授吴格明、班主任陈平等的主持、启发、点拨、评价，或词采

飞扬、或幽默风趣、或温婉精致……不逊雪国人的豪迈与大气。浸透着人格的魅力，充溢着精神引领的魅

力！看到这些热情的组织者，让我心生中午看梅花的喜悦：灿烂芬芳，笑脸迎人，这次下江南，我真真见

到了“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的美景。

江南大学的培训者——梅花三弄诗书香

我最欣赏“梅花香自苦寒来”这句话，如今在江南大学有幸欣赏到红梅、绿梅、白梅、朱砂梅……，

真个是香得：或独领风骚、或一枝独秀、或独占鳌头……李乾明教授与《语文教学理论的范式研究》，让我

了解了语文教师到底缺的是什么？清楚了四代语文教育家创造了什么样的理论；潘庆玉教授与《词语的惊

异入口》引领我去关注儿童视角与符号世界，去玩味阅读教学的解读要求；郑桂华教授的课堂教学，让我

对有效教学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吴格明教授与《语文教学的几个根本问题——语文教学的哲学思考》，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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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晰了工具性与人文性、具体与抽象、整体与局部、感性与理性等的关系；钟启泉教授与《静悄悄的课堂

革命》，让我知道教师教学要做好三件事，教师要形成自己的教学风格要满足三个条件……在收获的季节，

听到这么多精彩纷呈的课，的确有种傍晚赏梅花的诗意：伴着西斜的夕阳，景致非常迷人。

昨日我言“梅须逊雪三分白”，今日我说“雪却输梅一段香”。

★相遇江大（五）

专家的讲座真是实际而又实用
集美中学 江艺华

国培计划（2013）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江南大学初中语文班（教研员）开班虽然只有

三天，聆听的讲座也只有五场，但是收获却特别大。专家们的讲座都很贴近一线教学实际，对学员们的教

学理念的转变，理论素养的提升和今后教学实践运用都很有指导意义。参训的学员都很珍惜这次宝贵的学

习提升的机会，专心听记，互动积极。

承办校江南大学在培训进程安排上着实下了一番功夫。这期培训不仅内容丰富，聘请的教学专家也深

受学员钦佩。他们有从一线教学岗位走出来的知名教授，有参与教材编写和大纲修订的专家，有长期从事

初中语文课程教学研究的权威。他们对初中教学都很熟悉，讲解分析紧密联系一线教学实际，切中要领；

理论阐释深入浅出，高屋建瓴。他们的渊博学识和先进的教育思想对学员们的思想启迪和专业成长都有很

大的促进作用。李乾明教授“语文教师缺的到底是理论，还是实践？”的发问令在座的一线老师振聋发聩，

他渊博的专业知识、精辟的见解、激情澎湃的讲解博得了阵阵掌声；潘庆玉教授“语词的惊异入口”专题

讲座，详实而充分的教学实例很快激起了学员们的心灵共鸣，帮一线教师们打开了阅读教学的另一扇窗；

郑桂华教授《散步》的教学观摩课，尽管颇有争议，但她对“语言文字运用”的强调，“让更多的学生都有

比较明显的发展。”的教学理念与坚持对学员们的语文阅读教学实践很有启发作用；吴格明教授从“形式与

内容”“具体与抽象”“整体与局部”的哲学高度审视语文教学的理念更是令人耳目一新；钟启泉教授对新

课程改革的剖析，对理想课堂、理想教师的反思，在引领学员反观自己的教育方式方法、改变自己的育人

观念起着助推的作用。

“专家的讲座真是实际而又实用”，绝大多数学员们都有这样的共识，大家都表示会把学到的这些新知

识和新理念落实到自己的实际工作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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