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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计划（2013）”——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

江南大学小学语文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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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日

编者按

2013 年 10 月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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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培计划（2013）——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江南大学小学语文班”

隆重开班。来自天津、山东、湖南、江西、福建、广西、云南等 7个省市的 50 位小学语文教

师将在秀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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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约江大 携手同行

培训方案解读

课堂回放

静悄悄的课堂革命——新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课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钟启泉）

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桂华）

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全国语文特级教师 闫学）

关系思维视域下的“教学”反思与重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田良臣）

教学资源的获取与制作（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技术系副教授 王小根）

学员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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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体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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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培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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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班典礼

“国培计划（2013）”小学语文教师班开班典礼隆重举行

10 月 12 日上午，由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承办的“国培计划（2013）”——一线优秀教师培训

技能提升研修项目——江南大学小学语文班开班典礼在江南大学田家炳楼隆重举行。人文学院

党委书记方正泉、副院长田良臣教授、高建尔副院长以及项目组专家成员和来自全国七个省市

区的 50 位小学语文骨干教师和教研员参加了开班典礼。开班典礼由田良臣教授主持。

方正泉书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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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勉励学员转变角色，增强学习的主动性和自觉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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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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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桂秋老师强调学员们参加国培，要

真正能够把教育理论与具体教学实践结合起来，真正研讨教育教学问题，做到“搔到痒处，切

中肯綮”，殷切希望学员咀嚼吸收先进的理念，“融百花自成一味”，内化为自己的教学理论；

学员之间应努力成为益友，互相交流，互助提高。陈丽红老师代表学员发言，表达了一线小学

语文教师对教学岗位的坚守与挚爱以及强烈的学习愿望和决心。接着，项目组专家王聚元老师

对研修方案进行了简明的解读，同时解答了学员的疑问。最后，田良臣教授希望学员做一个“会

听”的人，在学习和反思中要努力构建自己的教育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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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江大 携手同行

为了让学员之间尽快熟悉，江南大学“国培计划”小学语文班于 12 日上午的开班典礼结束后，举行了

“相约江大 携手同行”的薄冰之旅活动，活动由语文项目组万星老师主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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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员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认识、了解彼此，使成员从萍水相逢变

成命中注定的相遇。经过一系列的游戏和活动，小学语文班产生了凸显地域特色的“一鸣（闽）惊（津）

人队”、“泰山队”、“红色娘子军”、“快乐湖湘队”、“秀灵云桂队”等五个学习小队。

（图：携手同行）

培训方案解读
项目组专家语文特级教师王聚元为学员

做了方案解读，具体讲解了未来十天的培训目

标及内容。

这次的培训旨在提高语文教师自身的教学理

论水平、教学组织实施能力以及校本研修能

力。王老师认为，培养目标应是培养有教育理

想，有教育激情的教师。此次培训活动包括四

个方面内容：一是拓展文化视野，二是优化语

文教育思想，三是强化语文教学实践能力，四

是提高语文培训水平。

培训方案解读旨在帮助教师理清培训脉

络，有助于学员在未来十天的培训中制定学习规划，增强培训的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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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堂回放

静悄悄的革命——新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课题（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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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士生导师钟启泉在田家炳楼 209 室作了主题

为“静悄悄的课堂革命——新课程改革的逻辑与课题”的讲座，拉开了本次江南大学小学语文国培班的序

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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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理念是“为了中华民族的复兴，为了每位学生的发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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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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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郑桂华）

10 月 13 日上午，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郑桂华教授在田家炳楼 506室作了题为“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

的讲座。郑教授首先引用陈寅恪和俞平伯的名言，论证追求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的必要性，进而提出“基

础教育，爱是起点”的论断。

郑教授的报告围绕个性与教学个性的

意义、教师课堂教学个性的层次、个性塑

造与教学创新以及教学个性与创新的边界

等四个方面来展开。接着，通过引用了大

量的教学案例阐释教师教学个性层次的多

样性，提出教学个性与教学创新最为关键

的点在于教师的独立思考、班级语文学习

的特点和学生的性格特点。教师的教学个

性是学生个性发展的引领与保障，教师要

学会接纳自己并在教学实践中找寻自己的

“生长点”，追求自然、不做作的教学个性。最后，郑教授向学员提出期望：不要以教师有限的天空遮蔽学

生无限的可能，不要以教师眼前利益牺牲学生长远利益。郑教授用深入浅出的讲解使学员认识到教学个性



“国培计划（2013）”--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江南大学小学语文班）第 1期

5

5

与创新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也进一步领会了自身的责任和努力的空间。

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全国语文特级教师 闫学）

10月 13日下午，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闫学给国培学员作了题为“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的讲座。
闫老师从经典的特征和如何解读文本这两大 部 分

来引导老师们应该重新认识和解读经典文本。首 先，闫

老师指出经典文本具有内涵的丰富性、实质的创 造性、

时空的跨越性、无限的可读性的特征，引用大量 的 语

文教学的案例分别展开详加说明。其次，围绕如 何 解

读文本，闫老师指出：第一，对教材要有判断能 力，要

分析了原作者的意图与当下老师解读的差异；第 二，要

读出文字的魅力，感受无言之美；第三，文本解 读 有

比较、还原和文本细读三种方法。与此同时，教 师 在

解读文本时应当要遵守文本解读中的道德，树立 正 确

的文本解读价值观，不要“跪着”解读文本。

关系思维视域下的“教学”反思与重建（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田良臣）

10月 14日上午，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硕士生导师田良臣教授作了题为“关系思维视域下的‘教
学’反思与重建”的讲座。

田教授认为，教育变革最艰难也最关键的是思

维方式的转型，最重要的是从实体思维走向关系思

维、从简单思维走向复杂思维。教学作为实施教育

的特殊形式，是一种典型的关系存在；但由于受实

体思维主导，在思考和探究教学的时候仅仅局限于

教学本身来孤立、静态的思考，导致的不良后果是

教学对教育的僭越，人的成长在学校教育场域中被

忽视。接着，田教授在课程与教学相分离、教与学

的博弈的问题上分别作出详细的论述，贴近教师教

学实际而又引人深思，赢得在座学员的广泛认可。

最后，就如何重建教与学的关系的问题提出新的理

念——“教-学协同”，通过教支持学、教点拨学和教示范学实现教学的本体回归－－“教学相长”。

数字教学资源的获取与制作（江南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王小根）

10月 14日下午，江南大学人文学院教育技术系主任、
硕士生导师王小根副教授在田家炳楼 209室为小学语文班
学员作了题为“教学资源的获取与制作”的专题讲座。讲座

的内容包括网络教学与研究资源、数字故事、Camtasia微课
视频、格式工厂与 Total Recorder和Moodle网络课程等五个
方面。

王教授首先从教师日常教学中的需求着手，论述了信息

时代背景下网络公共资源对教师教学设计的重要意义。王教

授围绕着如何获取课件与软件资源向学员们介绍和推荐知

名网站。接着他从概念、功能和意义三方面分别对数字故事、Camtasia微课视频、格式工厂与 Total Rec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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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Moodle网络课程进行了详尽地介绍，并用相关的软件进行现场教学指导，同时针对教师平时制作课件中

遇到的难题一一解答。

学员天地

培训心得

学习 思考 成长——听钟启泉教授讲座有感

一鸣（闽）惊（津）人队 郭忠英

十月江南，丹桂飘香。我们五十位一线教师，从全国七个省，汇聚锡城，相聚国培，缘聚江大。新的

培训内容、新的活动方式、新的授课专家，点亮我们新的成长点。

一、触摸本真的教育理念

我们聆听了课改专家组钟启泉教授的专题讲座《课程改革的现状与发展趋势》，钟教授说：“真正的

教育不是关注孩子的成绩，而是关注孩子的发展。教育要教学生学会关心—关爱，关切，关联。要发展学

生的智慧，要培养孩子健全的人格，品德教育，人文素养要重视”。钟教授的报告给我几点感触：

感触一：“学习权”。“学习权”是每个人天生就有阅读、写作的权利，提问、深思的权利，想象、

创造的权利，读懂自身世界、书写历史的权利，活用教育资源的权利，发展个人及集体力量的权利。钟教

授强调，这次课程改革把“学习权”作为关键词提出来，把学习者在学习过程中的主体作用，上升到作为

一种权利而受到尊重的层面，这又是一种对学习者人文关怀的关注，体现了对人性、人权、人格的尊重。

这叫我联想到我们的常态课堂，我们的课堂上究竟学生的学习权有多少？激励孩子们行使自己的学习权应

该是我们当前课堂上要关注的。

感触二：“对话式教学”。课堂就应该成为一个对话的场所。对于学生来说，这种“对话”包括与客

观世界的对话，与他人的对话，与自身的对话。我们的教育，就是要为学生提供“对话”的条件、机会和

空间，让他们在对话中实现有效的学习。我们是否反思自己，为了学生，为什么不去改变一下教学的观念？

二、带来蜕变的研修思考

教育是以“学生为主体”。之前，我们也强调“学生是主体，教师主导，教师是为学生学习服务的”，

但教师的权威或主导地位仍然过分突出，还存在学生“被学习”、“被提问”、“被思考”、“被互动”、

“被优化”的现象。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是对学生的“不放心”，不放心学生的学习能力，总担心学

生没学会；其次因班级人数多，接受式学习比自主探究的“效果”好。要落实从理念的认同到具体实践，

我们的课堂应多一些原生态下的自然对话，少一点“谁再来说一说”；多一些“你是怎么想的”，少一些

告之标准答案；多一些自主探索，少一些教师指令。这样我们的课堂才是师生相长的课堂，才是高效的课

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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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咫尺与咫尺天涯 ——听闫学老师讲座有感

“秀美云桂”队 张海萍

曾经以为与名师走得很近。这些年，不断地揣摩名师的课堂，虽然没有机会与名师零距离接触，但通

过网络，不断地学习，反思，实践。听过王菘舟老师的《慈母情深》、《二泉映月》、《去年的树》，听过窦桂

梅老师的《圆明园的毁灭》《晏子使楚》，听过薛法根老师的《祖父的园子》《爱如茉莉》，也听过闫学老师

的《普罗米修斯》《我的伯父鲁迅先生》等等。每次听完，仿佛觉得自己走近了名师，倾听他们的心声，感

觉他们的心跳，那种幸福常常伴随着笔记的划痕不断地延伸。有时我想，这就是天涯咫尺吧，相隔千里的

恋人不过如此。这种感觉浸润了我枯燥无味的近十年的教书生涯。

今天，当我在江南大学的教室里虔诚地倾听完闫学老师的讲座后，我恍然发现，我与名师是咫尺天涯。

闫学老师讲的是《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她例举了很多我们熟知的教学案例来说明经典的丰富性、创

造性和时空的跨越性，侃侃而谈，深入浅出，睿智中透着幽默，平白中蕴含真情。当她讲到“经典的时空

跨越性”，列举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时，先前的优越感、幸福感像风吹薄云般顿时消失了。闫老

师讲到这首诗浅显易懂，我们要教经典时空的跨越性，要联系学生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来教。这样来教

是因为经典具有时空的跨越性？我怎么不知道呢？

去年，我教这首诗时，曾经考虑过怎样教。基于王荣生教授说的教学内容的选择要根据学情，依照体

式，我把重点定位于联系学生实际理解诗的意境。亲自上课尝试后，写了一篇教学案例《循学情，悟诗情》。

虽然该文发表在了《小学教学设计﹒语文》2012 年第八期，但对照闫学老师讲的，我仅仅是知其然，并不

知其所以然。当时压根就没想过这首诗道出了千百年来人们思念家乡的共同情感，所以要让学生移情体验，

只是潜意识里觉得应该这样教。于是又想起开班典礼上刘桂秋教授的话：教师层次越低，排斥理论的程度

越高；教师层次越高，排斥理论的程度越低。不觉脸烫心虚了，原来我的层次竟是这样的低下！因为在学

员调查时我提出不要讲更多的理论。殊不知，没有理论指导下的实践是盲目的实践，无异于瞎子摸路，闭

眼捉鸟！

听闫学老师的讲座，反思自己二十多年来走过的教学，感慨万千，曾经的骄傲被击得粉碎。如果真的

想与名师天涯咫尺，须在坚持亲自教学实践的基础上不断地提升自己的理论水平。

听闫学老师的《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有感

秀美云桂队 覃秀艳

10月 13日是我参加“2013-国培计划”小学语文班培训的第二天，也是让自己最震撼的一天。在来之

前，说实话，自己是万分的不情愿。因为想着要独自一人千里迢迢、千辛万苦地去那么遥远的地方，真的

值得吗？去了，还不是听那些深奥枯燥而又不太听得懂的理论知识！而今天，却让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震

撼与惊喜，特别是闫学老师的讲座《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听完后，不禁暗想：哦，原来教材解读可

以这样去读！

我来自镇级的中心小学，我们平时所谓的教材解读，也就是进行一些教材分析，而所谓的分析，也都

是从教学参考书上得来的，最多也就从网上补充一些而已。对于参考书上所说的，我们从来也没有想着去

提质疑。在今天，我有幸聆听到闫老师与一篇篇经典文本的对话，与真实的课堂和学生的对话，以及她与

自我灵魂的对话。收获最大的有两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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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教师，解读教材要有深度

作为一名普通的教师，面对手中的教材，我们很多的时候是依靠教师用书，照葫芦画瓢，按部就班地

教学，很少对教材进行深度解读，充分发掘，融入自己对文章的思考。听闫老师的讲座，我深感，研读教

材，挖掘教材，是上好课的第一步。以《临死前的严监生》为例，从死前要挑掉了一茎灯草，我们都知道

他是个吝啬鬼。而闫老师告诉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个层面上。她还拓展了《儒林外史》中关于严监生的其

他故事，（如：当他发现老婆留下的银子时会想什么？当他死前希望孩子的两个舅舅能照顾好他的孩子时，

你可看出他就怎么的一个人？……）同时也引用了金克木写的《严监生》，让我们听到了的严监生内心独白，

使我们感觉他虽然很吝啬，但是同时也很可怜，使学生更加全面的理解了严监生这个人物形象。

二、教师，解读教材要有创造性

平时，我们提倡学生有独特的见解，而我们教师更应有的个性化解读。教师应在透彻、全面、深入地解

读文本的前提下，在参照前人对文本解读的基础上，不断过滤、提炼自己的观点，形成独特的见解。以《少

年闰土》为例：闫老师抓外貌特征充分感知少年闰土这一活脱脱的经典人物。同时让学生明白习作中人物

的外貌描写不一定要面面俱到，抓住主要特征，更能给人以想象的空间。

文本解读本来就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作为语文教师，要走的路还有很长，要学习的也还有很多，我

一定珍惜这次千载难逢的学习机会，不断提升自己。等培训结束的那天，能让自己骄傲地说：我，真的没

白来！

反思体悟

个性化的语文教学需要个性化的文本解读

泰山队 牛同和

一位优秀的语文教师必定是一位个性化的老师，其教学必定有其与众不同的独到之处——基于教师、

学生、文本等各种因素的个性化教学。

文本解读是语文教师必备的基本功。教师文本解读的能力直接影响着语文课堂教学的质量。课堂上，

教师对教材的把握，对一段话的品位，对一个句子的体会，或对一个词的理解，都取决于教师对文本的潜

心解读。教学是教师的个性化行为。个性化的教学首先源于教师对文本的个性化解读。为避免先入为主，

教师备课时不要急于阅读参考书和各种补充资料，而要首先对文本进行反复阅读，全面把握其内容与重点、

难点，以获得自己对文本的富于个性化的独特见解。

文本解读能力的提升，教学个性化风格的形成，需要我们有学习的习惯，需要我们有研究的习惯。不

断的学习，大量的积累，丰厚的积淀，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具有大视野；不断的研究，持续的探索，逐步的

完善，才能使我们的教学具有个性化。让我们练就文本解读的硬功，为形成个性化教学风格奠基。

提升文本解读能力 彰显课堂教学魅力

秀美云桂队 韦素春

此次国培有幸聆听了全国著名语文特级教师闫学的“小学语文教师的文本解读“的讲座。闫老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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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象、幽默犀利的语言让人大彻大悟，她的学识修养、人格魅力及严谨的研究态度，无不令大家肃然起敬。

闫学老师从“经典的特征（何为经典）”到“为什么读经典”及引领我们一同体会“经典的魅力---无

言之美”，最后着重以具体的实例向我们介绍了文本解读的三种方法，即比较法、还原法、文本细读法。聆

听闫老师的讲座，我真正的体会到作为一名语文老师，准确到位把握文本内容、深入透彻理解文本内涵的

重要性。那么如何提升自己的文本解读能力呢？正当我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之中时，班主任刘桂秋老师的总

结讲话可谓画龙点睛、字字珠玑，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让我茅塞顿开。

一、博览群书，积淀人文素养。

作为语文教师，要深刻的解读文本，没有深厚的人文素养是不可能做到的。正如海明威曾经提出的“冰

山理论”一样，教师的素养是浸泡在海水中的冰山，教学仅仅是整座冰山的一角。因此，要提高自己的文

本解读能力，就应当博览群书`广泛涉猎。成为一个博学鸿儒，解读文本自然游刃有余。

二、潜心会文，多元解读文本

在小学语文阅读教学实践中，教师只有积极的深入文本，钻研文本，开掘文本的意蕴，充分地发挥文

本的优势，引导学生对文本进行意义的探寻、理解与感悟，并利用“作品意义的不确定性和意义空白促使

读者去寻找作品的意义”使学生在文本的阅读中，实现作者与学生之间的心灵对话，从中感受文本的语言，

接受文本的浸润，进而形成掌握语言规律、习得语文素养、形成语文能力、完善个性品质及提升审美情趣。

因而，在对文本意义的探寻中，只有深入的阅读和感受，文本才能“实现由无生气的意义痕迹向有生气的

意义的转换”，才能使文本有着现实的意义及审美的存在。可以说，教师对文本的解读决定着教学设计，决

定着学生学习的进程，决定着文本阅读的理解与升华。

总之，作为小学语文老师，我们不仅要博览群书，积淀自身的文化素养，还要潜心会文，多元解读

文本，丰厚专业素养。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提升文本解读能力，彰显课堂教学魅力。

学习·成长

作为培训班的一员，我们理应增强推进教育改革与发展的责任感与使命感，且学且思且行，发展自己，

引领团队，正如江南大学田良臣教授所言：用我们大智慧，成就小学教育的大事业。——泰山队 牛同和

作为一名教师，我们必须勇于改造自己，做一名有担当的教师。 ——泰山队 刘海舰

学会倾听，认真去看，良苦用心巧引航，田良臣教授的肺腑之言憾人心。是的，学会倾听，倾听孩子

的心声，我们才能与孩子走得更近；倾听大师的指导，我们才能走得更远；倾听同行的经验，我们才能取

长补短。在别人的唾沫星子中建构思想，还有什么比这更充满诗意和妙曼。 —— “秀美云桂”队 张海

萍

如何把一线教师的从职业困惑中“解救”出来呢？这是我们大家一直困惑的问题。郑桂华教授送来的

《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她以自己的身心成长经历，娓娓道出了坚守内心的那份平静与执着，坚持个人

定位与发展，追求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如一道道精美的佳肴令人回味无穷，如一场春雨滋润着我的心

田。 ——一鸣（闽）惊（津）人队 黄秀霞

国培计划，可谓教育界的大舞台。我要在国培的这段时间里，聚精会神， 做一个会听的人；在这段时

间里积极与各位专家进行学习，国培真的很精彩；我要在这段时间里与来自全国的 50 位小学语文教育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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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精英相互切磋，就像刘桂秋老师所讲的钱钟书那样“蜜蜂采花酿蜜，融洽百花而自成一位。”去博采众

家所长，来提升自己。 ————泰山队 郭松松

面对学生语文素养的下降，语文教师该怀抱怎样的梦想，是所有中国人应思考的问题。

—— “秀美云桂”队 张海萍

教育是一种文化的传播，而书本就是文化的凝粹。教师是耕耘在书本上的园丁，所以教师离不开书本，

离不开阅读。一个人的精神发育史实质上就是一个人的阅读史，而一个民族的精神境界，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全民族的阅读水平。因此，教师的读书不仅仅是学生读书的前提，更是整个教育的前提。

一鸣（闽）惊（津）人队 吴超

国培印象

温暖心间

红色娘子军队 陈海英

金秋十月，秋高气爽，我背着行囊踏上了江南大学的学习旅程。舟车劳顿，渐渐浇灭了刚开始的学习

热情。快迟到了，我拔通了魏老师的电话，他和蔼的话语如潺潺细流流进了我的心田，烦躁不安随风扬起，

化作云烟融入到江大这美如花的景色中。我加快脚步拖着行李箱步入田家炳楼，迎来的是江大老师的张张

笑脸，他们给我安排住宿，让我放心去上课。随着开班典礼的热烈掌声，我和来自七个省份的五十位老师

相识成为了朋友，将江南情结点点凝聚在心。此刻，窗外的阳光也在微笑，温暖之花在我心间绽放。

初初见你

秀美云桂队 覃琴

这是我有生以来参加级别最高的培训，因为国培，这个秋天显得不一样。

通知上培训地点在江苏省无锡市的江南大学，这是一个我从未到过的城市，怎么去呢？上网查询，从

桂林到无锡，无论陆路还是航空都没有直达，所以我选择从桂林飞南京，一小时五十分，再从南京坐动车

到无锡一小时十分钟。一路上，我一个人拖着行李，形影相吊，穿行在城市之间。其实在出发前，国培江

大小学语文组的班主任魏形峰老师在电话里告诉过我，从桂林飞上海，再从上海乘动车到无锡更近。但是，

因为去年我到江苏盐城参加全国媒体看课活动，走的路线是桂林—南京—盐城，感觉这条线似乎更有把握

些，上海我没去过，所以没敢采用魏老师提供的路线。

无锡初印象——静悄悄的城市

下了动车，平日里火车站那种脏乱、拥堵的现象，在无锡车站完全看不到。环境优美，地面整洁，放

眼望去，诺大的车站里看不到几个人。从无锡东站乘出租车前往江南大学，车子一路飞驰，路是宽得很，

可是车辆不多，人影也少，显得冷清，让我感觉似乎是走在我们桂林的机场路上。无锡不是在国际大都市

——上海的边上吗?难道如此的地广人稀？脑子里的疑问无从寻解，车窗外，立在道路两旁高高的路灯飞快

地往身后奔跑，经过四十多分钟的车程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江南大学。

江大初印象——这边风景独好

漫步在校园里，感觉江南大学好大！从南门走到北门至少得三十多分钟。道路很宽，纵横交错，两旁

绿树成荫，芳草茵茵，校园里很安静，是个读书的好地方。成群结队的大学生不时骑着自行车匆匆穿行在



“国培计划（2013）”--一线优秀教师培训技能提升研修项目（江南大学小学语文班）第 1期

11

11

校园里，像一群蜂鸟，成为了江大校园里一道独特的风景线。当他们与你擦肩而过时，你立刻能感觉到一

种青春气息迎面扑来，不由感慨，年轻真好！

老师初印象——细微处见真情

回到住处，刚坐下不久，“咚咚咚”一阵轻轻的敲门声从外面传来，打开房门，门外站着四个人，还没

容我开口，其中一人先向我介绍道：“我们是国培江大小语班的老师。 ”（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和我们学员

联系最多的魏老师。）

啊？老师！真让人激动。

“我们过来看看各位学员住得怎么样。”

其实，在我们入住的至善楼宾馆大堂已经专门安排了一位学生助理接待报道的学员们，报道的各项程

序都交代得十分清楚。国培班老师们的工作真是细致入微啊！连学员第一天的入住这些琐事都会亲自过问，

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老师们辛苦，住宿的环境挺好！”

“这位是刘桂秋老师。”魏老师指着一位个子高高，头发有些花白的老师向我介绍道。

“这位是杜芳芳老师。”魏老师又把对面一位鼻梁上架着眼镜，身材娇小的女老师介绍给我。

魏老师指着身边一直面带微笑的老师，说：“这位是田良臣老师。”

“我就是魏形峰。”魏老师最后介绍自己。

“啊！您就是班主任魏老师！”我惊呼起来，因为来之前多次通过电话、短息与魏老师联系了解路线、

住宿、报到等事项。

“他们也都是班主任。”魏老师笑眯眯地翻开学员花名册，“你是来自哪个省份的学员啊？”

“我是来自广西桂林的覃琴，”我指着花名册上自己的名字，“在这，42号。”

老师们都是大学里学识渊博的学者，但没有一点架子，却是如此的平和。随后还就我的姓探讨起来，

这个姓的读音，一般姓这个姓的是不是少数民族……我们的见面在轻松的气氛中结束了，因为他们还要继

续探访其他学员。

老师们的来访，让人突然有了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来时路上那种前路长长的感觉，顿时消散无踪。

知性优雅的闫学

红色娘子军队 程斌红

初次知道闫学这个名字，是从一本书开始的。2008年在上海培训 ，华东师大出版社给我们大家推荐

了一批好书，“大厦书系”系列，其中有一本《跟苏霍姆林斯基学当老师》，作者就是闫学老师。后来，上网

去搜她的其她书作，在网上看到她更多的介绍，又看了她的一些课堂实录和视频。今天，是第一次见到真

人。看到她的第一眼，一个词语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知性优雅。

今天闫老师的讲座主题是“小学语文文本解读”，她用柔和的声音，平缓的语速娓娓道来。文本解读也

是我自己一直在致力研读的一个方向，所以听得特别认真。像她说的那样，我也认为文本解读是一个语文

老师应具备的基本功，如果一个老师本身不爱阅读，不具备文本解读的能力，如何指导学生去理解文本？

如何跟学生对话、跟文本对话？有的课上了还不如不上。我始终觉得，一个自己不爱看书的语文老师，她

的课堂是不可能灵动的。很多的语文课堂仅仅是 知识技能的传授，这样的课堂是枯燥的，也是低效的，更

容易让孩子产生倦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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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读书的教师生涯，是一种无休止的重复和受难。要避免这 种痛苦和虚空，只让自己更坚决、更深

入地沉入阅读之中。一个教师 在教育这条路上究竟能走多远，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对读书的态度”。闫老

师的这段话，有的老师也许并不认同，但我是很认同的。一个爱阅读的老师，肯定走得更远，通过大量的

阅读提高自身的文化素养，提高自己对文本的解读功底，才能让自己的语文课堂丰富灵动起来，才能让我

们的孩子爱上语文，爱上我 们的语文课堂。

田良臣教授在总结时跟我们分享了他听了闫学老师的讲座后的感受：睿智的解读、广博的延伸、朴素的

童心、优雅的老师、可爱的语文。

语文是美的，语文课堂是美的，语文老师是美的。语文老师们，让我们为自己能从事这份美丽的职业

而骄傲幸福吧！

做一朵独特的花

红色娘子军队 罗晓萍

秋日的江大，清波漾漾、丹桂飘香，垂柳、芦苇摇曳生姿。在这如诗如画般的校园里，一位名叫郑桂

华的扬州女子——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款款来到我们“国培计划（2013）”小语班讲学。她是如此温

润、优雅！

郑教授微笑着娓娓向我们讲着《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她或旁征博引理论，或援引案例阐述，或联

系实际分享。课如其人，本真、温润。“基础教育者心里一定要有一颗善良的种子”“接纳学生，才有可能

完善学生、发展学生”“不要以老师眼前的利益牺牲学生长远的利益”“不要以老师有限的天空遮蔽学生无

限的可能”“独立思考，根据学情教学是创新的必由之路”......一句句肺腑之言如沐秋风。在这扑面的秋

风里，我闻到了桂子的花香，芬芳、沁脾，也对教师如何做到课堂教学的个性与创新有了些领悟。

身为一名教学骨干首先要向善。向善即要求我们老师要“立德树人”。我想，只要我们时时带着“尊重·

保护·关爱”“唤醒·激励·发展”这两串钥匙，打开学生心门，从细节处走进学生心房就能“以爱唤醒爱”

“以爱激励爱”。只有我们心中有一颗善良的种子，才能关注学生的需求、学生的发展，与学生“平等对话”，

营造富有生命活力的个性课堂。

其次，教师要积学。我要尽情徜徉于书海，博览群书，汲取多种书的“营养”，不断优化自己的知识结

构。只有厚积才能薄发，才能在课堂上挥洒自如，个性化教学。

第三，教师要研习。我想扬起“教改科研”的风帆，在“教中研”“研中教”，让理论与实践并进；我

要以爱心为舟，勤奋为桨，尽情耕耘课堂，收获鲜活、灵动而情趣盎然的精彩；我会一边实践，一边反思，

让自己的课堂激情荡漾、新意迭出。

第四，教师要执著。我们明确了方向，要不断加强理论学习，确立正确的教学观念，在教学实践中摸

索、总结教学技巧，孜孜追求，勇于创新，展现教学作风，让独特的教学风格这朵奇葩在教育的百花园中

绚丽绽放。

郑桂华，她是一朵桂花，没有硕大的花瓣，没有艳丽的颜色，没有婀娜的身姿，但她依然能以沁人的

芬芳展现生命的华彩。老师们，做一朵个性之花吧，只要你我努力吐艳，定能给教育的百花园增添一道别

样的风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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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好印象

一鸣（闽）惊（津）人队 彭乃明

离开学校，只身北上，飞在天上，心在学校。踏上无锡，陌生的土地，陌生的面孔，异样的孤独，这

是以往所没有的培训境遇。

相约江南，携手同行，怀揣同样的梦想，带着同样的追求；别样的形式，独特的观点： “一鸣（闽）

惊（津）人”团队欢呼“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口号，后续团队一个个闪亮登场，即兴式的自我介绍，独

特的创意，或幽默，或诙谐，或调侃。不同的地域文化，尽显风采魅力，一下拉近了彼此间的距离，或议

论纷纷，或捧腹大笑，或掌声雷动。

晚上，天津的同学串门，你讲北边狗不俚，我说南边铁观音；你说大都市，我说丝绸路；你说好老师，

我说共成长；你说好学生，我说同努力。“是佛都说自家话”不同的话题，抑或矛盾的观点，最终还是唠到

一块了。茶不停地泡着，一杯又杯地品着；话不断地唠着，续着……短信来了，催促着要交作业，撒了个

美丽的谎言，限定了叙言时间，终于不得不谢客了。

江南好，风景旧曾安，怎不忆江南？不管你是津派，不是闽派，抑或是他派，唯独江南风景最美，我

想自己再也不孤独，这就是江南第一天的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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