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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实小，又一次成长的“旅行”

12月19日，带着初冬的丝丝寒气，我们培育站的学员们再次相约充满暖

暖春意的实小会议室，开启又一次全新的成长之旅。

上午，学员们严阵以待，迎

接了培训以来最为紧张的一次培训。

“《在牛肚子里的旅行》”，随着

群里课题的公布，学员们迅速开始

了思维的高速运转：研读教材、确

定目标、打开思路、设计教案、制

作课件……瞧，这位学员，屏息凝神，紧

锁双眉，是在思索着什么吗？看，那位学

员，时而翻阅教材，时而敲击键盘，看那

行云流水的速度，必是胸有成竹了吧……

整个会场，思绪在键盘飞舞，文字在指间

流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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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整两个小时的现场备课终于结

束，主持人蒋晓飞校长亲自组织学员

们交流讨论。杨小琴老师自告奋勇，

向学员们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设计思路。

杨老师对课文主题的把握、对人物形

象的解读让学员们受益匪浅。其后，

还有多位学员积极踊跃地参与交流研讨，进行思维的碰撞。

学员交流结束后，培育站主持人蒋

晓飞校长作了精当的点评与具体的指

导。她强调，好课必须做到“三有”：

第一，要有逼近的“实境感”。即使

是模拟上课时，也要做到“目中有

人”，重视运用生动的语言，将学生

带入学习的情境。教师的语言如何才

能更具“带入感”？蒋校长选择导入

环节，作了生动的示范。在蒋校长的

带动下，学员们迅速找到上课的感觉，

也明晰了第一课时需要达成的教学目

标及有效的方法。第二，好课要有可视的“好工具”。在第一课时的教学中，

要形成对课文的整体感悟，有哪些可用的“工具”呢？蒋校长就如何提纲挈

领地让孩子把握课文内容，理清故事思路提供了可行性建议。如善用图表、

智囊袋、思维导图等工具让儿童的学习可视化。第三，好课要有近距的“深

解读”。有教师的深度解读，才有学生的真性成长。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蒋

校长和我们一起分析本篇教材中的人物形象。如此，让我们洞悉，深度关注

故事中的“一个”，才能对人物形象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第3页

好课务须三有，成长必伴问题。这个世界都在回答漂亮的答案，谁来提

个漂亮的问题？朱国忠主任认为，

教师的成长必须要有“问题意

识”。他给学员们提出了两个问

题：我们如何利用孩子的阅读期

待更好地释放童话的魅力？面对

眼前的这个文本，我们是选择点

射还是散射？在教学中如何更好

地选择内容，进行点射打深井？

这两个值得我们每个教师深思的

问题，为今天上午的学习之旅，

划上了意犹未尽的省略号，让学员们在成长之旅上一路思考、前行……

下午，著名特级教师、江苏省海门市东洲小学吴建英校长为学员们带来

了精彩的绘本课《长大做个好爷爷》。 吴校长就像一个了不起的魔术师，和

通州实小二年级的孩子们一起品

读绘本，让孩子们的灵魂歌唱。

一幅幅精美的画面、一个个精彩

的情节、一种种鲜明的色彩、一

点点微小的细节、一次次丰富的

想象、一段段温情的表达……深

深地打动着所有人的心。“小小

熊和爷爷在树屋上会做些什么？”“在爷爷的屋子里，你发现了什么秘

密？”……吴校长的课让我们明白：阅读就是表达，阅读就是发现，阅读就

是审美。“生命就像一件珍贵的礼物，千万不要浪费啊！”一句耐人寻味的

话，一个温暖人心的故事，带给所有与会者一段感人的生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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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绘本课之后，吴校长的报告《我们的母语课程研发之路》，又为

我们开启了一段课程研发之旅。教育的核心力量究竟是什么？是课程。吴校

长直击人心的问题，让我们明白课程的价值和意义：有怎样的课程就有怎样

的学生，深度卷入课程研发是教师专业

发展的必由之路。吴校长启迪我们，教

师应该成为课程的开发者。要建构自己

的课程，必须要大量阅读，占有大量的

资料，在读书中不断成长；要建构自己

的课程，必须梳理思路，形成课程体系，

在思考中得到成长；要建构自己的课程，必须抓住一点，深入开掘，掘成一

口深井，在聚焦式研究中得到成长。然后，吴校长介绍了他们团队研发“中

国风 母语美”课程的过程，让我们对于如何研发课程不再望而生畏，在被他

们团队深深折服的同时也有了跃跃欲试的冲动。

培育站的老师们纷纷表示要让自己成为积极的阅读者，母语的审美者，

主题的建构者，课程的开发者。课程，我们需要长线地去做、立体地去做、

清醒地去做、有趣地去做。研发课程，我们需要回到原土、回到传统、回到

民间、回到生活。路漫漫其修远兮，研发课程之路，我们需要做的还有很

多……

冬日的白天似乎格外短，一天的研

修之旅短暂而又充实，辛苦却又收获满

满。今天的“旅行”，我们经历了紧张

的备课，感受了绘本的温度，聆听了课

程的魅力。我们历经拔节的痛苦，收获

成长的快乐。今日之旅，不虚此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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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引领促成长

通州区亭西小学 马海滨

为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2018年12月19日，

培育站的全体老师齐聚一堂，在实验小学四楼活动

室进行现场备课。

此次备课的教材是统编版三年级上册的《在牛

肚子里旅行》这篇课文。在两个小时的现场备课中，

教师们专注投入，虽然有一定的压力，但老师们能

够从容不迫，静下心来解读文本，结合自己对新教材理念的理解，结合单元

目标和课后练习，递交了一份份设计新颖的教学设计。备课结束后，学员代

表现场进行了课堂教学模拟，蒋晓飞校长就学员们的教学设计和课堂模拟作

了精彩的点评和指导，并与学员们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让大家深受启发。像

今天这样的现场备课，有力地检验和促进了教师独立备课和准确把握教材的

能力，也进一步促进了教师的专业化成长。

下午，海门东洲小学的吴建英校长给我们带来了一堂精彩纷呈的绘本课

《长大做个好爷爷》和一场引人入胜的讲座《“中国风 母语美”微课程群的

实践与建构》。我们在吴校长春风般的语言中感受着语言文字中的美好，

体悟着中华文化的万千风姿。于漪先生说：“母语是父母给的,母语是家给的。

家给的语言,是一种有形无形、有声无息的存在,是历史流注的民族精神,她宽

厚地孕育涵养着每一个子民。母语教育绝不是识多少字,背多少词,做多少练

习,写几篇文章,而是在引导学生理解祖国语言文字的同时,受到民族文化的教

育,受到民族精神的熏陶,受到民族情结的感染。”吴校长的微课程群的实践

与建构也给我们指明了一条明晰的道路，就是要借助母语课程的研发之路让

孩子不断发现自己的兴趣与天赋，展现个性的魅力，让老师和孩子一起成为

最好的自己，开出最灿烂的生命之花。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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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文本内部声音 走过生命最美时光

通州区家纺城小学 宋燕

隆冬时节，阳光很暖，带着一颗乐学的

心，伴着求知的热情，我又踏进了通州实小

的大门，开启了新一期的培训。

上午，我们相聚在实小会议室集体备课，面

对完全陌生的文本《在牛肚子里旅行》，我

反复地研读教材，确立教学目标，进行教学设计，期间更是删删改改，反复

琢磨。随后，我们集体学习了杨老师的教学思路，她给了我不少思考，人物

形象该如何体现？角色对话又该怎么指导？科普童话的侧重该如何把握，生

字词的教学又该怎样设计才能生动有趣……这些思考在蒋校长和朱主任的点

评中逐渐明朗，首先，蒋校长亲身示范帮助我们找到上课的感觉，然后就如

何提纲挈领地让孩子把握课文内容，理清故事思路提供了一些可行的建议，

如善用图表、智囊袋等工具让儿童的学习可视化。随后蒋校长和我们一起分

析本篇教材的人物形象，是呀，关注其中一个，才能对人物形象有更加清晰

的认识。这个世界都在回答漂亮的答案，谁来提个漂亮的问题？最后朱主任

又抛给我们两个新的思考，我们如何利用孩子的阅读期待更好地释放童话的

魅力？面对眼前的这个文本，我们是选择点射还是散射？在教学中如何更好

地选择内容，进行点射打深井，是值得我们每个教师深思的问题。

日本著名精神科医生神谷美惠子说：“生命最质朴的感受，就是从心底

最深处涌出最强烈的、跃动的、无法压抑的的喜悦。”海门市东洲小学的吴

建英校长就抓住了孩子对童话书最原始的最本真的喜爱，用《长大做个好爷

爷》实实在在地让孩子感受着图画书音调、韵律、声音的美丽和愉悦，这是

母语体验的发端，也是唤醒生命存在感的开始。在吴校长的课堂上，“生命”

的话题深入浅出，“色彩”的变幻奇妙有趣，孩子的想象天马行空，图画书

作为一颗“幸福的种子”被吴校长细心地栽培下，我相信，总有一天，孩子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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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好，老师也好，他们将共有一棵参天的树。回头望，在这棵树下，一起走

过的，是属于彼此生命最好的时光。

课后，吴校长声情并茂地和我们分享了《我们的母语课程研发之路》，

吴校长坚持认为教育的核心力量始终是课程。有怎样的课程就有怎样的学生，

选择一种课程，就是选择一种未来；深度卷入课程研发过程是教师专业发展

的必由之路，教师应该成为课程的开发者；课程建构是学校走向科学化、专

业化、品质化的标志。吴校长和我们分享了她的工作室成员研发的精彩课程，

我在一个个课程中看到了孩子快乐成长的身影，收获满满的喜悦。作为教师，

如何开发自己的课程，吴校长更是给了我们专业指导，要建构自己的课程，

必须要大量阅读，在读书中，我们能不断成长；要建构自己的课程，必须梳

理思路，形成课程体系，在思考中我们能得到成长；要建构自己的课程，必

须抓住一点深入开展，掘成一口深井，在聚焦式研究中，我们得到成长。

新教材、图画书、课程研发……用一双孩子的眼睛，天真地、充满好奇

和新鲜地去打量文本，去打量我们的孩子，去打量这个世界。当你听到了那

个文本内部必然的声音，想必也就把握了适宜的教与学。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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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母语给童年，合适的课程给自己

通州区金乐小学 虞冬梅

12月19日下午，我们一起在二楼会议室听了特级教师吴建英老师执教

的一堂绘本课《长大做个好

爷爷》，聆听了吴老师为我

们做的专题报告，了解了他

们学校母语课程研发之路，

深刻认识到研发课程的价值

和意义。

《长大做个好爷爷》是

一个温暖的故事，故事的线

索很简单，文字很朴实。吴

老师在绘本阅读教学过程中重视学生读图能力和想象能力的培养，通过图画

中颜色、形象的变化来感受画面所流露的情感。在教学中，吴老师引导孩子

在看图中读懂故事，读出情感。一堂课结束了，孩子们和听课老师们都沉浸

在这样温暖而美好的境界里，孩子对生命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哦，原来生命

是一份珍贵的礼物！

随后，吴老师又给我们做了《“中国风 母语美”微课程群的实践与建构》

的主题报告。教育的核心力量是什么？是课程。

吴老师认为有怎样的课程就有怎样的学生。选择一种课程就是选择一种

未来。“中国风 母语美”的课程开发正是抓住了母语教育儿童化、民族化、

审美化、时代化几大目标，提升母语素养，弘扬中华文化，培植民族精神，

最终实现中国梦。她认为要回归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在中国的土壤里

寻找中国教育的钥匙，要回归语文和儿童的关系，使母语成为儿童的精神家

园，回归母语课程，为儿童铺设一条促进母语素养提升的跑道。吴老师的讲

解发人深省，让母语教育的民族化照亮儿童，让母语教育的儿童化映照母语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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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民族化，这样，民族文化才会后继有人，在民族文化学习中，儿童才能

走进世界，走向未来。

吴老师说：“深度卷入课程研发过程是教师专业发展的必由之路。”在

吴老师的带领下，他们开发了母语主题阅读课程、儿童读写绘课程、创意读

写课程、儿童书香课程群，等等。让教师经历课程自行研发的过程，会促进

大家独立、自觉、有深度地成长，进而能获得更多的职业成就感和幸福感。

每个人都渴望成长，每个人都能成长，这是一个简单的道理。吴老师作为学

校领导者，给了教师们充分展示自己智慧和才华的机会。吴老师报告中的课

程展示让我们对他们学校所开发的那么多的课程叹为观止，也让我们在座的

每一位老师都知道：课程研发，可以从“微课程”入手，每个人都可以去尝

试并做好它。“深度卷入课程研发，是教师专业成长的必由之路”，这是对

我们最好的建议。我想，在提高自己的专业化成长的道路上，我们每个人都

可以尝试做一做属于自己的课程！

我还对吴老师对儿童的智力特点的分析印象尤为深刻。她认为“小学毕

业之前是一个人记忆力的高峰期”“少年之记，如石上之刻；青年之记，如

木上之刻；老年之记，如沙上之刻”。作为一个语文老师，重诵读、重记忆、

重积累，应是我们在语文教学中，在课程研发中应该重视的。

短短的一天又过去了，这一天是充实而有收获的。吴建英校长对课堂教

学的引领，对课程的精准把握，给了我心灵上的震撼，思想上的升华。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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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我们一直在路上

十总小学 何慧华

2018年12月19日，我们又一次相聚实小，参加统编新教材现场备课活动，

主题是基于理解的新教材设计。说实话，大家对

于统编新教材的认识并没有那么精深，心中很是

忐忑不安。于是蒋校很耐心地给我们做了详细分

析：教材以专题组织单元，利用整合的方式组织

教材内容，要想拉近课本与学生的关系，首先要

吃透教材，才能在这个基础上创造性地使用教材，

让教师真正做到用教材而不是教教材。我们拿到

的课文是统编教材三年级上册第三单元第10课

《在牛肚子里旅行》。刚拿到教材，我就在单元

导语中留意到整组单元都是童话故事，让学生感受童话丰富的想象，并且能

试着自己编童话，写童话。那如何设计第一课时的教学内容呢？首先，我觉

得应该从识字教学入手，让学生初读全文，先解决拦路虎。于是我根据以往

在实小学习的经验设计了游戏闯关教学：一共三关，第一关生字我会读，第

二关多音我能分，第三关词语我理解。游戏教学设计应该可以极大地调动学

生学习的积极性。接下来应该让学生大致了解童话故事的脉络，感受童话故

事一波三折的特点。如何用直观形象的教学手段来帮助学生？蒋校又及时雪

中送炭，她提出可以用画思维导图的方式，抓住文中几个关键动词更好地帮

助学生了解童话故事情节。朱国忠老师也给我们指点了迷津，他说教学时到

底抓点射还是散射？当然是点射，因为点射挖得更深。通过这次的学习活动，

我们一线的老师对统编新教材又有了全新的认识，为我们完善自我、提高教

学水平提供了难得的平台。再一次感谢蒋校，感谢培育站的各位同仁。

学员感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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